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城街是老郑州城区内一条十分
重要的街道，它的历史应当和郑州商城
的历史一样长。

21世纪的考古成果证实：郑州商城
遗址即商汤所建国都——亳，距今已有
3600多年。周代时，周王分封其弟叔鲜
到管国，后来管国演变为管城。管城街
位于郑州老城中部，南北走向，从今管
城回族区区政府门前的商城路向南到
大十字街口，与东、西、南三条大街相
接。该街自隋、唐以来，历代都是州、
郡、县衙门的前街，有人说叫衙前街，有
人说叫大十字街。明朝时起名叫时丰
街，取意年年丰收，百姓财富丰厚。我
国古代以农耕为主，靠天吃饭，人们就
祈望着年年丰收，生活富足。

清朝时叫（州）衙前街，又叫衙门
儿。民国初期，习惯叫它衙前街，或干

脆叫衙门儿。1927年冯玉祥做河南省
督军时，为纪念孙中山的功绩改街名为
中山前街，其南口改叫中山大十字街。

1948年 10月 22日，郑州市人民政
府迁新址后，这里为管城回族区区政府
所在地。后来管城回族区改名叫向阳
区，这条老街改名叫向阳路、向阳北路，
取意颗颗红心向太阳。

1983年更名为管城街，以其地系古
老的管城街道，故以名之。街道长 360
米，宽12米，柏油路面，周边是历史悠久
的古老居民区。

迈入21世纪后，政府对该街进行了
拓宽改造。现今街宽约20米，中间为快
车道，两侧有1米左右、以花木为篱的隔
离带。管城街两侧建有红旗广场等三
个游园，花草树木欣欣向荣，曲径小亭
设于其间，和谐自然。

管城区的老街道
为你诉说她的“前世今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镌刻着3600多年的商都记忆，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沧桑，描绘着古都的壮美和梦
想。街是人们活动时不可或缺的通道，今天让我们走进管城区的老街道，看看他们有怎样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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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郑州西城门外，有一个西郭门，
西郭门外有一条向西通荥阳、洛阳的
大官道。清朝末年，随着平汉、陇海铁
路修成通车，郑州成为两个交通大动
脉十字交叉口上的重要枢纽。

1920年前后，火车站地区新兴工
商业区形成，并由西向东推进，街巷
纵横排列，井然有序。老城里的商人
们、摊贩们逐渐向西发展，很快连成
一体，形成了郑州市商业中心区的雏
形。清末民初，西郭门口形成了一个
大十字，从大十字往北，叫北郭门大
街。后来因西关大街路面高，向北走
时要下一个斜坡，市民们习惯叫它北
下街，时间长了就成了街名，一直沿
用至今。该街南起西大街西段（原西
关大街），北至东太康路，长约 400
米，宽 10米，是一处回族较为集中的
居民区。自古以来，街上的回族、汉
族关系融洽，和谐相处。1979年改革
开放以后，这道街面貌焕然一新，街
道拓宽了，路面平坦了，店铺多了，生

意更兴隆了。街道上人文关怀氛围
浓郁，居民安居乐业，人居环境得到
不断改善。

从西郭门外大十字向南，叫南下
街。南下街北起大十字，南至吕祖庙
街，与大同路东口相交。1930年前后，
北下街以及南下街北头与西关大街一
带，皮毛业、硝皮制造业、皮革制品、皮
条套具等商行、店铺聚集。郑州附近
各县盛产牛皮，且质量较好，收皮货的
贩子大都把皮货运到这里卖，买皮货
的也就都来这里，这里皮货生意自然
就好。当时有3家皮革制造厂，豫康制
革厂就坐落在这条街上的 14号，经理
叫梁占鳌，工厂有资金 2.5万元，职工
41人。另两家分别是西北制革厂、豫
中制革厂。街上还有 5家规模小些的
制革厂、家庭式作坊。还有一些油行、
粮行、土产杂货、日用品、时货等商行、
店铺汇集聚居。粮行、皮毛行年交易
量很可观，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也很有
名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管城街一条承载着多年历史的老街道

北下街
向北走要下一个斜坡，市民习惯叫它北下街

北下街
清真寺

清真食品是北下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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