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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似乎是一切事物萌发的
开始。1954年 2月 1日，在那个春
天，郑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开业，开通
了二七广场至国棉一厂的1路公共
汽车，经解放路、铭功路、大石桥、五
里堡、西十里铺至国棉一厂，线路长
6.95公里，站位 9个，配单机客车两
辆。单程票价0.2元。

同日，还开通了2路环形路线，
由二七广场至河南饭店，线路长
5.05公里，站位12个，票价0.10元。

同年 2月底，又开通了火车站
至二里岗（铁路东站）的3路公共汽
车，线路长4.6公里，站位6个，配单
机客车1辆。3月，开通了火车站到
南阳寨的4路车。

至此，郑州市最早的几条公交
线路都开始运营，也拉开了郑州市

公共交通发展的序幕，意义不可谓
不重大。

据悉，当时第一辆只能乘坐 31
人的公共汽车，实际上是中型货车
改造成的。据史料记载，在解放前，
郑州市的交通工具还是以畜力木轮
车、手推独轮车和黄包车为主，那个
时候，代步工具甚至包括人力轿子
和毛驴。

据老公交人回忆说，其实直到
1954年 1路公交开通，当时郑州的
街上人都不多，连自行车都没有，拉
车工具主要还是毛驴等畜力。当时
的陇海路还是一片麦田。因此，1
路开通时，看稀奇的人将二七广场
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从四面八方赶
来，只为看看这个庞大的铁家伙到
底是咋跑起来的。

63年前，它从二七广场跑到中原区国棉一厂，成为郑州最早的公交线路

听听公交“老字号”1路的故事
公交车，不仅是城市最为重要的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从另

一个方面来说，车型、线路，包括票价的一点一滴变化，也是一
个城市发展的缩影。

说起郑州最早的公交线路，许多老郑州也许都知道，正是1
路公交。1954年的春季，1路公交在一片欢呼声中开通，也拉
开了郑州公交发展的序幕。线路是从二七广场出发，到位于中
原区的国棉一厂。

63年过去了，1路公交还生机勃勃地奔跑在这个城市最为
繁华的街道之间。如果仔细研究它的线路变化、车型进程、票
价调整，你会发现，它的历程也是郑州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微缩
版。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朱航天

1969年
1路开通夜班车

1969年，为适应郑州火车站夜
间客流的需要，郑州公交开辟了沿1
路公交运行的通宵车，称为 1路夜
班车，站位8个，票价0.2元。

到 1977年时，线路为火车站发
车，途经郑州百货，向东经东太康
路、人民路、河南饭店、省委、大石
桥、河南医学院至国棉六厂为终点
站。单程票价为0.25元。

到了1982年，1路夜班车取消。

老公交人说1路：
开出了那份感情

一谈起老 1路，党员调度刘毅
就滔滔不绝。刘毅是 1997年来到
的老 1路。2015年，因为工作的需
要，刘毅转岗成了一名调度员。

跟老 1路打交道的十几年中，
刘毅每天只要坐到驾驶室，摸着方
向盘就无比舒心。因此，转岗成为
调度后，刘毅非常不适应，每天一早
来还总习惯性地找车擦车。

五大三粗的人对一辆公交车
情有独钟，大家都爱开他玩笑：
“刘毅和他的公交有着理不乱的
‘未了情’。”

刘毅则嘿嘿一笑：“那个年代，
什么都讲究效率当先，轮胎不敲都
不习惯，钣金间隙、带速听响，自己
加机油、通道车，跟现在的不能比。
我们是开出了那份感情，是老一代1
路人带徒弟带出来的那份情谊，这
个理儿什么时候都不会忘，也不能
忘，要让徒弟们代代相传。”

现在的1路
有车长72人
豪华公交车36台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1路
的车型也从最早的单机客车，发展
到了现如今的双侧四开门宇通 12
米插电式混合动力无级变速新能源
车型。

目前，1路线拥有宇通豪华公交
车 36台，车辆配置已更新为第八
代，配有调度员 4名、车长 72名、保
洁人员 3名，自火车站至华山路一
公司，单程10.9公里，途经长途汽车
西站、碧沙岗商业区、陇海路商业
区、敦睦路商业区等，每天进出火车
站就高达 570车次，日客流量已达
到 3.1万人次，发车平均间隔不足 3
分钟，首班车 4:30，末班车 24:00，也
是目前郑州市运营时间最长的公交
线路。

为了不丢掉老字号的荣誉，老1
路全体车长和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坚
持不懈地努力。不仅是为了半个多
世纪的记忆与荣光，也为了城市交
通更加美好的明天。

1954年开通，票价两毛

运营一年后，1955年，经批准，1
路的终点站延伸到了国棉六厂，路
线长度 7.8公里，站位 11个，单程票
价还是0.2元。

1957年下半年，根据城市发展
需要，1路的线路再次拓展，改由火
车站发车，经二马路、解放路、郑
州百货、西太康路、大石桥后，沿
原线到国棉六厂，路线长度 8.9公
里，站位 12个，但是单程票价降到
了 0.16元。

之后，1路的线路多次更改，到

1988年，改由国棉六厂发车，途经劳
动市场、嵩山路、青少年宫、测绘学
院、路砦、铁路局、一马路至火车
站。同年 9月，经郑州市物价局批
准，于 10月 4日将票价调为 0.3元。
1997年，票价调为0.4元。

到 1995年，1路首次尝试无人
售票制，票价也改为了0.5元。但由
于 1路客流量较为集中，无人售票
后，上客拥挤、速度慢，影响车辆运
行。次年9月份，1路又恢复成了有
人售票，票价不变。

1995年，首次尝试无人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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