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的二七商圈，虽没有了当年商
战的全国荣光，但竞争不可谓不激烈。
就在今年夏天，家电连锁巨头苏宁电器
和五星电器强势入驻，与国美、永乐电器
打得不可开交；而在不久前，来自大连的
商业大鳄又收购了本土最高端的精品百
货正弘国际名店，国际零售业巨头已在
此选址结束……

寸土寸金，如今的二七商圈应该当之无
愧，所有有点想法的商业企业想在郑州闹出
点动静，恐怕二七商圈都是首选之地。

不过，二七纪念馆馆长朱晓红却有着自
己的忧虑。9月5日，站在二七塔顶层，看着
周边几乎要把二七塔淹没的高楼大厦以及
塔下车水马龙，她担心这座属于“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双塔不能长时间承受二
七商圈的喧闹。

“每当看到车如流水般从塔的石阶前穿
过，我就会一阵难过，这是一处不可移动的
文物呀，而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不可移动
文物的周围都是要有一定距离的保护带
的。”朱晓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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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广场：“商”“文”交织的郑州名片

１.2001年6月22日 郑州欧丽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新公司正式成立。作为该市首家实施

债转股的企业，它的成立，标志着郑州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主体多元化、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郑州市企业改善资本结构、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了新的突破。

２.2001年6月30日 国家“金税工程”在郑州市全面开通运行，从而使郑州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

水平发生质的飞跃。金税工程系统主要由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防伪税控认证子系统、增值税计算机稽

核子系统和发票协查子系统四个子系统组成。

３.2001年7月18日 由原郑州市第一、二、三交通运输公司，郑州市出租汽车公司联合组建的郑州市

交通运输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从而拉开了新世纪郑州市交通运输业大整合的帷幕。

郑州晚报 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7月25日，奥运圣火郑州的传递没
有在二七广场举行，让郑州市民多少有
点遗憾，但在郑东新区举行的传递仪式
舞台背景上，大型喷绘的图案仍是郑州
的名片二七纪念塔。其实无论香港回
归、澳门回归，还是悼念四川地震遇难
者，几十年来，郑州人每遇大事件总是会
首选二七广场作为活动的举办地，大家
也都习惯于到二七广场“幸会”大事件。

事实上，与古老商都3600年的文化
底蕴相比，二七广场还很年轻，但它数
十年来默默地见证着郑州的历史变迁
和闻名全国的中原商战，而它本身也发
生了改天换地的巨变。

晚报记者 程国平/文 王银廷/图

改革开放以来，二七塔在不断变化，从
建成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整修：
水泥地面换成了花岗岩地面，陈旧的外貌加
上了精细的外粉刷，1986 年换上了新式电
梯，连塔钟也从机械塔钟变成了电脑塔钟。

“改革开放给二七广场带来的最大变
化，当属上世纪 80年代末发端于二七塔下
那场全国闻名的商战了。”蔡春丽说。

“1989年 5月亚细亚建成开业前，二七
塔以外最高的建筑是塔西北角两层楼的新
华书店，其他的都是一些低矮的趴趴房。”蔡
春丽说，那时候站在二七塔顶，用高倍望远
镜往北方向可以一眼望到黄河边。

上世纪 80年代末，改革开放虽已近 10
年，但在郑州商业界仍是国营商场一统天下
的局面。彼时二七广场周边的德化商场、纺
织品公司旗下的各营业部都有着无限风光，
百货大楼更是一枝独秀。1989 年，在郑州
市史无前例的旧城改造中，德化街北入口一

夜之间立起了一座名叫“亚细亚”的 5层楼
的大商场。当年的 5月 6日，亚细亚高调开
业，由于先期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投放了数
十万元的广告，所以开业当天，商场不得不
提前关门，而柜台上九成左右的货物被抢
购。亚细亚作为郑州最早的股份制商业企
业，与国营商场完全不同的经营思路、服务理
念、营销技巧，确实让郑州市民释放了压抑已
久的购物热情，也给郑州商业带来冲击。

随后，环绕二七塔，又先后建成了商城
大厦、华联商厦等大型的现代化商场，加上
原来的百货大楼，几家国营商场开始了大规
模阻击亚细亚的行动，东边的紫荆山百货大
楼、西边的商业大厦也参战其中，一时间，商
战硝烟弥漫。

10 年间，这场中原商战不仅带动了整
个郑州市的改革开放，也使“二七塔”周围变
成了著名的“二七商圈”，更让郑州再次名闻
全国。

让二七广场变漂亮，政府、市民都在努
力。

1997年，亚细亚的掌门人王遂舟出走，
很快，曾经风光无限的亚细亚由于来自内部
和外部的危机而走向没落。五大商场的日
子并没有因为亚细亚的没落而好过一些，多
年的征战以及国家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使
得五大商场疲于应付。自此，曾经轰轰烈烈
的二七商圈开始陷于沉寂。

2002 年，郑州市市政府决定开始大规
模改造二七广场，改造方案向全国征集。
2004 年春节前，投资 1 个多亿改造而成的
二七广场对外开放，散落在二七塔周围的
亚细亚、商城、华联、天然４个商场被一座
总长度 600 米左右过街廊桥有机连接起
来，由于采用了透明的钢化玻璃材质，整个
廊桥显得通透、美观，每个入口处都有自动
扶梯和步梯。站在廊桥上，可以清晰地看
到二七广场周围的美景。新建的廊桥远远
超过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行天桥，是
目前亚洲最长、最上档次的过街天桥，许多
郑州市民看完后认为廊桥形成了郑州二七
广场一处新的景观。

二七广场变得时尚、现代了！但这个
有这纪念意义的广场从功能上还是汽车的

“过道”，一位普通铁路职工任俊杰提出了
一个二七广场的改造方案，即双 Y 字型交
通下穿式的广场改造方案。他的方案特点
是把二七广场变成市民休闲的广场，另外
还可以把二七路改造成商业步行街联系起
来，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和外滩一样。

这一方案得到了二七广场周边商场的
一致好评，众商场曾联名向郑州市政府发
出建议书，北方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城市
规划设计专家也认为任俊杰的方案非常合
理。最终，市规划局以任俊杰“没有规划资质”
为由拒绝他的方案参与评审，采用了上海袁采
堂都市景观艺术有限公司的规划方案。

2003年7月，任俊杰将市规划局告上法
庭，要求撤销被告采纳的二七广场改造设计
方案。虽然一审、二审均败诉，但任俊杰并
没有放弃，他一直在申诉。

时至今日，二七广场按照上海袁采堂的
设计方案改造完工已使用多年，人们也逐渐
淡忘了当年的那场官司，但一名普通市民对
二七广场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末
围着二七塔“二七商圈”开始成形

上世纪50年代前
这里叫长春桥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二七广场所在的
地方还是一座桥，老郑州人都叫它长春桥。
当时，长春桥一带是郑州市最繁华的地方，附
近有 3 条商业名街，德化街、大同路和西大
街，所以当年轰轰烈烈的“二七”铁路工人
大罢工和这桩惨案让许多老郑州人深刻地
烙印在脑海里，而长春桥这样一个原本很
普通的地方，因为曾经见证了中国革命史
上这起惨烈的事件而被永久写进郑州城市
发展的历史。

1951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在长春桥修建
了一座木塔。如今，已经找不到多少关于这
座木塔的文字记载，只知道塔高 21米，塔上
的字迹可以模糊地看到“人民公社”等字样。

记者在采访中，有老郑州市民说当时的
木塔，是为一次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建的临时
性建筑，用过之后按原计划是要拆除的。可
是因为这木塔建在了当年烈士的鲜血浸染过
的地方，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修建木塔
就是为了纪念在二七大罢工中牺牲的烈士，
所以木塔被保留下来了。后来，市政府将长
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修建了二七路，自
那时起，二七广场逐渐成为郑州市的中心。

“当时，木塔四围种满了花草和树木，形
成了一个圆圆的大草坪，看起来就像一个城
市小公园。”现任二七纪念馆长的朱晓红给记
者拿出了一张老照片，与四周低矮的砖瓦房
相比，木塔和它周围的草坪无疑形成了老郑
州最好的一个景点。

1971年
3个月建成现代“双塔”

1971 年夏天，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历经
20年风雨的木塔由于陈旧而倒塌。重建“二
七塔”，成了那个时代所有郑州人的心愿。从
1971年7月1日决定建塔到10月1日建成对
外开放，只用了 3 个月的时间，一座现代化
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双塔”就展现在郑州市
民眼前。

现在在郑州市饮食公司工作的利宝生就
参与了建塔，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十几岁
的少年。“因为人手不够，要求我们市建三公
司支援，师傅一声令下，我们都去和泥沙了。”
利宝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因为建新塔全市瞩目，所以传闻也多，郑
州市作协副主席赵富海老师就讲了一个传
闻：建塔所需的白水泥郑州没有，负责人托关
系用两车猪肉换来南方某城市生产的一车皮
白水泥。

新建的“二七塔”是双塔，象征在这里牺
牲的两位烈士；双塔各 7层，塔高 27米，双塔
平面南北对角线净长 7米，都寓意着“二七”
这个数字。

自 1971 年 10 月 1 日新塔建成对外开放
起，蔡春丽就开始在“二七塔纪念馆”做讲解
员。在她看来，二七塔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它是现代建筑里面唯一的一座双塔。

2004年
一道连廊重现二七广场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