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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有军队就必然
会有军营，有军营就会有营
门。老郑州城区有条街就叫营
门街。

这条街在老郑州城区中部
偏西，位于管城回族区西大街
路北。该街北端原为清朝时郑
州知州直领的军营驻地，因而
名叫营门街。该街南北走向，
南起西大街路北，由南向北直
至法院西街，长180米，宽7米，
是一处具有浓厚历史文化色彩
的居民区。

叶济，浙江仁和（今钱塘）
人，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
八月来郑任郑州直隶州知州。
叶济到任的第二年，在官立高
等小学堂原址（东里书院旧
地，今书院街）开办郑州中学，
三月开学，有中西文教师 7
人，招收学生 70名。梁有庚
出任监学。这是郑州最早的官
立中学。

民国初，叶济继续出任郑

州知州。1911年他组织挑挖贾
鲁河，并曾修两岸堤防。自张
家桥起东到中牟县境，全长
12.66公里。他治理郑州 8年，
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才智，对郑
州可谓恩惠多多。民国二年
（1913），郑州改为郑县。他晋
升汝南道尹，后来调开封道
尹。1914年，当他要离任的消
息传开后，平素崇尚“受人滴
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理念
的郑州人，怀着感激之情给
他建造了一座生祠，名叫叶
公生祠。叶公生祠位于西大
街黄殿坑与营门街之间，坐
北朝南，正殿三间，有东西配
房各两间，砖木结构建筑。正
殿内供有叶公长生牌位、政绩
记事等，院内立有一个“去思
碑”，因此，这街又名叶公生祠
街。民国《郑县志·建置》载：
“叶公生祠南口，在西街北。”
老郑州人仍习惯叫营门街，至
今未变。

看管城区的老街文韵
营门街、职工路的路名有怎样的由来，今天让我们看看都有怎样的

故事。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娄璞（资料图）

职工路在郑州老城区东部
略偏北，位于管城回族区东大
街东部路北。

古时候，因这条街在城隍
庙前，所以就叫城隍庙前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城隍
庙建立了河南省立郑县职工学
校，因此，这条街又改为职工
路，一直沿用至今。

该街南北走向，南到东大
街，北至商城路，长 280米，宽 4
米，是一古老的居民聚居区。

这道街名称的演变蕴含
着许多现代人比较陌生但又
应该知道的信息和知识。在
街的北端，商城路北侧，有一
座郑州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
城隍庙。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
皇帝朱元璋下旨赐封郑州城隍
为“灵佑侯”。郑州知府苏琦在
州衙东面选了块风水宝地修建
城隍庙。以后官府每年都组织

祭祀、求雨、禳灾等活动，民间
百姓磕头烧香、求神、祈神、祈
福活动自由自主进行。平时，
城里城外来城隍庙烧香拜神的
人络绎不绝，庙里香火很旺。
每到庙会，城隍庙和附近一带
人就更多，赶会的人从四面八
方像潮水似的涌来，熙熙攘攘，
摩肩接踵，有卖的、有买的、有
看热闹的、有听书看戏的、有求
神算卦的。

民国时期，城隍庙成为教
育界人士办学之地。河南省立
郑县职工学校，创办于 1933年
7月，设初级化工、酿制两科，
1934年改名为河南省立郑县工
业职业学校，1946年改名为河
南省立工业染织学校，设立高
级化工科，在校学生达到 14班
656名。该校培养了大批工业
技术人才，这是民国时期郑州
唯一一所工程技术方面的中
等专业学校。

营门街：
曾是军营驻地
因而名叫营门街

职工路：
河南省立郑县职工
学校曾在此，因此改
为职工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