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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德华 张玉东）为进一

步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

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郑州交警

持续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

活动，筑牢农村地区交通安全防线。

巩义交警：案例警示，敲响
安全警钟

7月 9日，巩义交警大队民警走进辖区
芝田镇官庄村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
面交流等方式广泛宣传佩戴头盔、安全行
车、安全乘车等常识。

同时，结合近期农村地区发生的典型
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宣讲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超载、农
用车和三轮车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及电
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机动车不系
安全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
提醒大家在出行时不乘坐超员车、非法营
运车等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车辆，做到“知
危险，会避险”。

新密交警：抵制陋习，倡导
文明出行

活动中，民警针对农村群众出行特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了出行交通
安全常识，针对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以案
说法，警示教育群众摒弃麻痹思想与侥幸
心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交通陋习，
养成文明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共同营造

浓厚的交通安全氛围。
此 外 ，民 警 还 详 细 讲 解 了 超 速、超

员、酒醉驾、疲劳驾驶、农用车违法载人、
驾乘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
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同时，向群众
和商贩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册，呼吁群众
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确保自身的出行
安全。

此次“美丽乡村行”活动，切实增强了
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营造了浓厚的
交通安全宣传氛围。

下一步，郑州交警将持续深化交通安
全宣传工作，开展多样化宣传活动，为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提供有力
保障。

患病儿童被困高速
“郑少蓝”疾驰救援
本报讯（记者 张潇 通讯员 司肖锦 赵悦）近日，天气炎

热，郑州路桥“郑少蓝”志愿服务队接到紧急求助，郑少高速北
半幅有故障车辆急需救援。

接到求助后，“郑少蓝”志愿者火速赶往现场，发现车内一
名孩子病情严重，呼吸急促，情况十分危急。孩子的父亲焦急
万分，不停地拍打孩子的背部。

见此情形，队员梁显兵立即安排救援车辆对故障车辆实施
救援，并协调外勤人员赶往现场支援，协助司机联系接驳车辆。

不一会儿，接驳车辆到达现场。此时正值车流高峰时段，
巡逻车辆迅速为接驳车开辟出一条快速通道。在众人的全力
配合下，“郑少蓝”志愿服务队迅速将接驳车安全送至郑州西
南站，为孩子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孩子的父亲事后发来微信，不停地道谢：“郑少高速的救
援服务真是太给力、太及时了！”“咱郑少高速的救援反应是真
快啊，太谢谢啦！”“你们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要不是你们，孩
子的病就被耽误了，真是太感激你们啦！”

烈日炎炎，从清晨到日暮，“郑少蓝”志愿服务队坚守岗位，
保通保畅、应急救援，与时间赛跑，与车流同行，诠释着“责任和
担当”。一句感谢，一个微笑，一次点赞，一声辛苦，让所有奔波
在路上的“郑少蓝”救援队员充满了前进的力量，筑起一道道坚
实的道路安全防线。

郑州至林州
“站点巴士”昨日开通

本报讯（记者 张倩 实习生 于记兆）为进一步满足郑州和
林州两地市民出行需求，郑州交运集团根据现有线路运营情
况作出优化调整，于7月 10日开通“站点巴士”郑州至林州线
路。该线路设置多个过路站点和运行方案，并在开通前期推
出票价优惠活动，为市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实惠的出行选择。

郑州至林州：
线路一：郑州汽车中心站/北站—林州（高速），票价：林州

45元、孔峪 35元。站点：郑州汽车中心站→花园路鑫苑路东
北角→郑州汽车北站→孔峪→林州市汽车南站。发车时间：
7：40、10：10。

线路二：郑州汽车中心站/东站—林州（高速），票价：林州
45元 、孔峪35元。站点：郑州汽车中心站→陇海路紫荆山路
（2号线D口）→郑州汽车东站→孔峪→林州市汽车南站。发
车时间：13：00、14：20、16：20、18：30。

线路三：郑州汽车东站/北站—林州（低速），票价：林州
39.9元、孔峪 29.9元。站点：郑州汽车东站→郑州汽车北站→
花园路金达路东北角→孔峪→林州市汽车南站。发车时间：
8：20、9：40、12：10。

线路四：郑州汽车北站—林州（低速）。票价：林州 39.9
元、孔峪29.9元。站点：郑州汽车北站→花园路金达路东北角
→孔峪→林州市汽车南站。发车时间：7：30、14：10、15：40、
16：21、17：40、18：50。

林州至郑州：
线路一：林州嘉和（义乌）商贸城—郑州汽车中心站/东站

（高速），票价：45元 。站点：林州嘉和（义乌）商贸城北门广场
→春晖广场（农行大厦公交站）→福田花雨（东南门口）→林州
市体育场门口→林州肿瘤医院南门对面公交站→林州市汽车
南站→麒麟台菜市场东门→米兰四季→郑州汽车东站→郑州
汽车中心站。发车时间：7：40、8：40、9：40、11：20。

线路二：林州汽车南站—郑州汽车中心站/东站（高速），
票价：45元。站点：林州市汽车南站→郑州汽车东站→郑州
汽车中心站。发车时间：13：00、15：00、18：00。

线路三：林州嘉和（义乌）商贸城—郑州汽车北站（低速），
票价：39.9元。站点：林州嘉和（义乌）商贸城北门广场→春晖
广场（农行大厦公交站）→福田花雨（东南门口）→林州市体育
场门口→林州肿瘤医院南门对面公交站→林州市汽车南站→
郑州汽车北站，发车时间：7：40、9：00、10：00、11：40、13：00。

线路四：林州汽车南站—郑州汽车北站（低速），票价：
39.9元。站点：林州市汽车南站→郑州汽车北站，发车时间：
13：45、14：45、15：45、17：05。

女孩追星遭遇连环骗局
其父银行卡被异地盗刷

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近日，郑州 13岁女孩小萱（化名）
为领取明星签名照落入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导致其父亲银
行卡被异地盗刷 9194元。该案暴露针对未成年追星族的新
型诈骗手段，郑州警方呼吁市民加强防范。

7 月 5 日，小萱为领取某明星签名照，经抖音进入一个
QQ群。进群不久，一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员称该群群
主因涉嫌诈骗已被依法控制，要求群内所有成员配合调查，否
则将会留下案底。小萱信以为真，按对方要求开启QQ视频
通话，在对方指引下，用自己的手机摄像头对着家长的手机拍
摄，并按照对方指示配合完成资金核查操作。操作结束后，小
萱父亲银行卡被异地消费9194元，其父亲发现后报警。

郑州警方提醒，未成年人请勿盲目追星，不随意点击网站
链接、扫码转账等，如被恐吓、威胁或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告
知父母或报警处理。

在反诈郑郑

【【风物郑州风物郑州】】——见山见水见城郭见山见水见城郭 系列报道 第四篇章第四篇章：：郑之地郑之地

我姓郑，郑州的郑
本报记者 孙新峰 李娜 文 徐宗福 图

“郑州”二字，每天，以数亿次的频次，活跃在这片中
原黄土地上——它印在1300多万人民的身份证上，出现
在南来北往出游或归来的人们的火车票、飞机票上，镶嵌
在人们的就业单位、居住单位的前端——可以说，它是全
体市民的第二姓氏，是这个城市的公共徽志。

如果说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本独特的历史之书，那么
郑州的书名，一定是“郑”。这个简洁而富有深意的字，便
是一把神秘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开启这座城市数千年
的风云变幻与沧桑过往——从古老的华夏文明曙光初
现，到如今现代化都市的蓬勃崛起，“郑”字始终贯穿其
中，承载着郑州的灵魂，见证着它的荣耀与梦想。

如今，我们提及“郑州”二字，如此轻描淡写、那么自然
而然、这般亲切地脱口而出，那么，你可知郑州二字的由
来？你可知这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与传奇？
历史长河中，它又是究竟如何被唤醒、被赋予、被铭记？

让我们一同追溯“郑州”之名背后，那些被时光浸透
的源流、被岁月包浆的往事、被铭刻于基因里的故事——

美丽乡村行安全伴你行
郑州交警进村入户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致敬劳动者
夏日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 通讯员 樊勇）炎炎夏日，环卫
工人作为城市的“美容师”依旧穿行于郑州的大街小巷，但接
连不断的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带来了严峻“烤”验。为关爱环
卫工人，传递社会温暖，近日，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联合阿五
工会发起“夏日送清凉”公益慈善活动，为在高温下坚守岗位
的环卫工人送去防暑降温物资，用慈善的力量呵护高温下的
环卫工人身体健康。

活动现场，切好的大西瓜整齐地摆放在大盘子里，环卫工
人围在一起，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拿起盘子里的西瓜品尝，
享受着这份清凉与甜蜜。“在这大热天，能吃上一口冰爽的西
瓜，心里别提多舒坦了，感谢工会想着我们。”一位环卫工人高
兴地说道。

“此次‘夏日送清凉’公益慈善活动，不仅为环卫工人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清凉，也让他们感受到工会的温暖与关怀。未
来，将持续开展更多有温度的活动，传递爱与责任，助力美好
生活。”阿五工会相关活动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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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伟大的土地——
她依山——华夏山岳，嵩山为宗，嵩

山以 36亿年的时光率领三山五岳挺起
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成为中国万山之祖，
他以雄浑壮丽、峻极于天的身姿赢得人
们的崇仰，被奉为五岳中的中岳。

她傍水——天下大河，黄河为尊，出
龙门、过三门峡，在嵩山脚下放慢咆哮奔
腾的步履，优雅的恣意寻欢，堆积了辽阔
的黄淮平原，创造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
发展的沃土，被尊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她古老——人类在这里演变：织
机洞遗址堆积丰厚的文化遗存，讲述
着 10 万年前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老奶奶庙遗址多层叠压的生活面，展
示着 5 万年前到 3 万年前人类开始形
成家庭的生动细节；赵庄遗址石堆上
摆放古棱齿象头骨等明显具有象征意
义的非功利性行为，表明 3 万年前居
住在郑州的先民们已经完成了原始人
向现代人的蝶变。

她神奇——文明在这里肇始：1万
年前至 9000 年前的李家沟文化，创造
了磨制石器和陶器，孕育了文明的萌
芽；9000 年前至 7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
化，创立了稻粟种植、专业制造、土木
建筑、礼仪规制、社会组织等文明要
素，奠基了文明的基础；7000 年前至
4000 年 前 的 清 静 沟 遗 址、大 河 村 遗
址、双槐树遗址、西山遗址、青台遗址、
古城寨遗址等，开创了天文观测、丝绸
纺织、建筑营造、礼仪规制等，形成初
步的古代文明。

她顽强——5800年前，这里建起了
面积达70余万平方米的清静沟古城，开
始了城市发展史，也开启了中国城池建造
发展史。自此，郑州城池连缀，5300年的
西山城、5000年的大河村城、4500年的
水牛张城、4300年的古城寨城、4100年
的王城岗城、3900年的新寨城、3600年的
望京楼城、3400年的小双桥城、3100年
的祭伯城、2700年的郑国都城、2300年的
荥阳城、2200年的汉霸二王城、2000年
的常庙城……这片土地上的城池，演绎了
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变化的完整历程。特
别是，3600年前商王朝在今日郑州中心
城区建起的第一座王城亳都，以二重环
壕、三重城墙、25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当
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从那时起，属
于这座城市的中心城区便城址不移，人脉
不息，文化不断，成为中国现代城市群中
年龄最长的城市。

确实，早在这片土地拥有“郑州”这
个名字之前，就开始酝酿属于她的伟大
和与众不同了。

确实，在开始讲“郑州”之名前，我们
有必要回望这些风起于微萍之末的准备
——一朵花开之前，是破土，是萌芽，是
生长，有阵痛却也是希望萌生……

发轫

说“郑州是一座火车拉出来的城市”，实在
是委屈了她，明明在火车出现之前，她就曾以经
济农业文化科技等各种形象惊艳过世界；可是，
近代郑州的发展，也的确离不开最初的那声火
车轰鸣。

1913年，民国政府实行“废州改县”政策，
郑州废州置县，改称郑县。

1904年，卢汉铁路（即京汉铁路）郑州火车
站建成，这座火车站的建成，如同一声春雷，唤
醒了沉睡的郑州。从此，郑州凭借着铁路交通
的优势，成了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于是，3600年前的“商城”再次被唤醒。
1928年 3月，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城市发展

的需要，将郑县改为郑州市，这是郑州“建市”的
开端。

再后来的故事，人们就比较熟悉了——
1948年 10月 22日，郑县县城及城西的新

城区解放，10月 28日成立郑州市人民民主政
府，属豫西行署。同时设郑州专区，辖郑县、荥
阳、新郑、成皋、密县、巩县、登封7县。

1954年10月，河南省省会迁郑州市。1955
年郑州专区改称开封专区，荥阳、新郑、成皋、密
县、巩县、登封6县划归开封专区。

1983 年实行市带县体制，中牟、新郑、密
县、登封、巩县5县划归郑州市管辖。

2025年的今天，郑州市辖中牟新区，登封、
新密、新郑、荥阳、巩义 5市，中原、金水、管城、
二七、惠济、上街6区。

2025 年的今天，郑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
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是正在加快建设的新能源汽
车之城、算力之城、钻石之城、超充之城、量子之
城，也是长江以北唯一获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的省会以上城市……其实，细想，每一个城市成
绩单的背后，不是一代代郑州人共同努力的结
果呢？哪一张靓丽的名片背后，不是时间给出
的答案呢？

对于一个人来说，名字是一个代号，也是一
个 IP。

对于一座城来说，名字更像是个容器，盛满
了时间的琼浆——

琼浆里，沉淀着商周的青铜纹饰、郑韩的弦
歌遗韵，以及那“中国”初名镌刻时的庄重心跳；
盛满了青铜的冷峻、瓦当的古朴、青瓷的温润，
以及温暖人心的市井烟火；凝聚着童年巷弄的
晨光、匠人掌心的老茧、游子远行的背影，以及
那一声“中”后的乡愁；更积攒着二七塔边的月
落、大玉米下如意湖中的帆影、嵩阳书院的书
声，以及古城墙下跃动的身影……

我的城市——郑州，你承载着一代代人的
记忆、汗水、梦想与离合悲欢，凝结着一个民族
文明的艰辛演变、经济的沧桑起落、社会的深刻
变迁。

我的城市——郑州，你的名字，早已不是简
单的符号，而是万千生命共同书写的、流动不息
的长卷史诗；更是流动数千年不曾断绝，历经千
载更为醇厚的汩汩乡愁。

肇始

终于，这座城市快要以“郑”为名了。
就像一缸数千年前的古窖陈酿将破

封开启，醇香四溢；一段数千年前的历史
云烟将应声还原，扑面而来——

上古时代，据《尚书·禹贡》的划分，
这片土地属九州中的“豫州之域”。豫
州，又称中州，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
素有“天下之中”的美誉。

夏朝早期，帝舜封禹建都于阳城（今
登封王城岗遗址），这里成为夏朝的开
端。禹，这位治水英雄，所建立的夏朝，
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此后，夏朝虽有迁都，但郑州地区始
终处于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

时光流转，历史的车轮驶入了商
朝。3600年前，中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
商朝在此建都，这里成为开国之都——
亳都。如今，在中心城区，仍保留着
7000米长的商代城墙遗址，默默诉说着
往昔的辉煌。后来，人们称这里为“商
城”，便源于此。

西周灭殷后，周武王为了巩固统治，
将其弟叔鲜封于管，建立管国。管国都
城依商代城墙而建，成为西周在东方的
重要屏障。管城区，千年后依然以“管”
为名，依然藏着这座城市最早的心跳。

以“郑”为名，源头则深植于西周那
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西周宣分封，姬
友被封于郑地，建立了郑国。不过，当
时的郑国在现在陕西境内，也被史学称
为“旧郑”。姬友，也就是郑桓公。后
来，为了保存郑国的实力，避免遭受战
乱的冲击，郑桓公决定带领郑国东迁。
而郑国东迁的目的地，便是今日的“新
郑”。

这也是“郑”与这片土地的首次
结缘。

郑桓公后，郑武公、郑庄公先后登
场，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智慧，
将郑国推向了鼎盛时期。而郑国，也成
了春秋初期的强国之一。《诗经·郑风》里
的故事，便源于这里，那些热烈的淳朴的
张扬的爱与呼唤，千年不绝。

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迁都郑国
都城。公元前231年韩国灭亡。两国共
延续 539年。在现在的新郑，依然矗立
着郑韩故城遗址，这里，依然可以解读出
2700多年前的历史沧桑。

又经过千年之后，1923 年，新郑李
家楼的一次无意的挖掘，锄头碰到了硬
物——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突然就呈现在
世人面前，尤其是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绝
唱、时代精神之象征”的莲鹤方壶，以其
莲瓣舒放，鹤鸣九皋，诉说着中华文脉永
续传承。

历史，总是这样，不经意间埋下伏
笔；若干年后，以惊人之姿横空出世；而
后，再次续写新的历史。

嬗变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这片土地在不同阶
段被授予过不同的称呼，翻看建制沿革的史
书，就像加了倍速的视频乱花渐入，但是，这片
土地始终生生不息、始终城址不移。

让我们采撷几个标志性名称以述一二：
当风云变幻的春秋战国时代落下帷幕，

秦国横扫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
始皇嬴政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了郡县制。这片土地被纳入了郡县的管
辖范围。

东汉以后，“管邑”之名逐渐为“管城”所
代，依属中牟县。

时光流转，历史的舞台上朝代更迭，岁月
的车轮驶入了隋唐时期。也是在这波澜壮阔
的历史画卷中，这片土地的名称经历了一次
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郑州”这一名称正式
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确立下来。

隋朝初期，这片土地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
荥州。隋文帝杨坚在开皇三年（583年）做出了
一个重要的决策，将北朝以来实行的州、郡、县
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以简化行政机构，提
高行政效率。在这次改革中，隋政府将北周时
的荥州改名为郑州，州治成皋（今郑州荥阳汜
水镇），下辖荥阳、成皋、密、内牟（即中牟，因避
讳隋文帝杨坚父亲杨忠之名，将中牟县改为内
牟县）、苑陵（今新郑东北）等县。此后，郑州一
直是区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运河的开通，
这里作为重要节点，交通更加便利，商业更加
繁荣。

从此，“郑州”这个名字，终于，在大唐盛世
来临之前，闪亮登上了属于她的历史舞台。

唐朝时期，郑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继续保持着繁荣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文化
上，这里人才辈出。杜甫、白居易出生在这里，
刘禹锡、李商隐安葬在这里，李白在这里写下
《将进酒》，王维、高适在这里均留下诗篇……

北宋时期，郑州地近京师，属京畿路，皇
祐五年（公元1038年），被确定为辅郡。郑州
作为宋代四辅郡之一，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西辅”也一度成为郑州的别称。北宋帝陵，
就选在巩义。现在，宋陵麦收，已然成为一个
景观，当夕阳西下，在石像生脚下，金黄的麦
田闪着光，期待丰收的人们用最先进的机器
收割着……一场古今对话的具象化，让每个
看到的人都心生感慨。

金、元、明、清均在此地设州。明清时期
的郑州城，也就是现今的郑州老城，城内为四
门丁字形大街的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清朝时期，郑州的名称和行政区划基本
保持稳定。清朝政府在郑州设立了郑州直隶
州，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管理。

回顾数千年郑州名称的变迁历程，“郑”
字始终是郑州历史文化的核心元素。尽管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郑州的名称有所变化，但

“郑”字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文化内涵和地域
特色，却从未改变。

它如同一条坚韧的纽带，将郑州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成为郑州人民心中永
恒的精神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