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甲申 姚世连

看点NEWS2018年10月22日 星期一
统筹：王长善 编辑：潘登 美编：宋笑娟 校对：学文A08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广告经营许可证：4101003000030 广告中心：67655668 印刷：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 56558100印刷厂地址：郑州管城金岱产业集聚区 热线电话：96678零售价2.00元月价30元全年360元

1948年10月22日0时前，我人民解放
军完成对郑州的合围进攻态势，多支部队
分别进至郑州城北之双桥、苏屯、薛岗一
线，郑州城东北侧，郑州城东南之十里堡
地区，郑州城南之郭店地区。

解放郑州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因势利
导，将预定的城市攻坚战转变为野外歼灭
战，全歼国民党守军 1.1万余人，一举解放
了中原重镇。

郑北歼敌大致可分为薛岗、苏家屯阻
击，老鸦陈围歼，夺取邙山头、控制黄河铁
桥3个战斗阶段。

1948年 10月 22日 24时，毛泽东主席
亲手拟定的电稿通过新华社在第一时间
向全国传递出“郑州解放”的消息。10月

25日，中共中央致电参战全体指战员。3
天内，毛泽东两次为攻克郑州撰写消息，
修改电文，在长达 3年的解放战争中并不
多见，再次印证了郑州战略地位的重要。

获得新生的郑州迅速投入到接管旧
政权、建设新郑州的斗争中，经过巩固建
设新政权、加强组织建设，肃清国民党残
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肃清伪币、统一货
币，复工复业复课，建立新的土地制度，稳
定金融物价、加强市场管理，整顿财政税
收，大力开展市政建设以及加强宣传教育
等一系列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使经济逐渐
复苏，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
利，为郑州全面建设大业开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郑州解放70周年，《郑州日报》推出特刊《风起中原》

纪念，是对更美好未来的向往
今天，是郑州解放70周年纪念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纪念解放胜利，传承

红色基因，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砥砺奋进，开创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美好未来。《郑州日
报》重磅推出纪念特刊《风起中原》，《社长致辞》中如是说。

86岁的毛甲申当年参军时年仅 16
岁，不久就赶上解放郑州战役。“其实刚
参军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胆怯，但是上
了战场便不顾一切了，心里想的就是消
灭敌人。”

说起解放郑州时的情形，他仍历历在
目。“当知道敌人已经被全部歼灭的消息
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因为郑州也算是
我的家乡，更是全国的军事要地，解放了
郑州，我们就可以争取全国的解放。”

“我（当年是卫生员）正在抢救副团长，
他的脸被子弹打穿了。这个时候，3个敌军

过来包围了我们。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的
几个战士出现了，打退了敌军……我们被
救了……”时隔 70年，86岁的姚世连老人
谈起战场上的惊险一幕，依然历历在目。

“我是一名宣传员，70年前，为了解放
郑州，我们走家访户动员群众，也在部队
为战士们增强士气……”85岁的冯作义回
忆起1948年10月22日解放郑州的那场战
役，依旧慷慨激昂。在郑州土生土长的冯
作义 14岁时去参军，连枪都扛不动，就先
到宣传队锻炼，他思路清晰地讲述了当年
解放郑州的战斗过程。

抚今追昔 70年巨变
70年过去了，当年曾经在解放郑州

战役中发生激烈战斗的郑州北区发生了
哪些变化？

作为解放郑州战役的重要转折地
点，位于惠济区的老鸦陈村、薛岗村、固
城村、双桥村以及黄河铁桥等“老前辈”
也乘着该区城乡建设大发展的东风，呈
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

昔日窄旧的郑邙公路已被宽敞平
坦、绿树环抱的生态林荫大道江山路
所取代，昔日杂乱无章的城中村不见
了踪影……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发生了
巨大变化。

黄河铁路大桥是平汉铁路咽喉，当
年解放郑州战役发起时，这里也曾发生
过激烈的战斗。今天自西向东有郑焦城
际铁路大桥、郑州黄河公路大桥、石武高
铁郑新黄河公铁两用大桥和京广澳高速
刘江黄河大桥，沟通着中原大地黄河南
北两岸的公路、铁路交通。

解放 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40年
来，郑州由黄河之滨一个普通小城，崛起
为今天的现代化都市。一路走来，郑州
经济总量连翻数番，综合实力不断提升；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越
来越强。城市在长高长大中变美变洋
气，富起来的人们生活多姿多彩……翻
天覆地的巨变中，郑州交出了一份精彩
的发展答卷——“米”字形高铁雏形初现，
空中、陆上“丝绸之路”建设如火如荼，郑
州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国际范儿日益
彰显，正加速融入“一带一路”、融入世界
经济的大棋局。本版内容编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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