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05 年开街至今，位于
郑州市市中心的德化街已经走
过了 100 多个春秋。100 多年
里，尽管也曾有过落寞，但它并
没有像其他商业街道那样，如
流星划过般成过眼云烟，而是
始终注视着郑州商业的兴衰，
而今，它又与时俱进地展示着
郑州市商贸中心的华美姿态。

2000 年，郑州市政府将德
化街定位为商业步行街，并投
资 1.76亿元人民币对老街进行

改造。改造后的新步行街，不仅包括原来的
德化街，还延展到了西通火车站地区的苑陵
街，由原来一条仅400米长的小街道，变成长
600 米、宽 20 米，整体呈“V”字形的开放街
道。新的步行街提出的设计理念正是打造
多层次商业品味的商业空间、创造现代的购
物环境。

2004年初，二七区政府引入战略合作伙伴
宇通集团，宇通投入 4亿多元建设百年德化二
期工程。二期项目“个头儿”又大了好几倍，其
经营路线也与一期有分工：百年德化主打时尚
牌，在中原首家采用“购物公园”经营模式，引领

“体验式”消费潮流，将“一站式”购物、“体验式”消
费带入郑州；在经营定位上，包容和涵盖了购物、
餐饮、娱乐、休闲、社交、商务、观光等功能，集商
业、地产、旅游乃至金融等热门行业于一体。

郑州德化步行街管委会主任王玉卿这样评
价道：“此次德化步行商业街被市委宣传部等部
门评为‘郑州市改革开放三十年地理标志’之
一，是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德化步行商
业街区工作的肯定，是我们德化步行商业街区
的荣耀，是对我们今后工作的鞭策。今后我们
将更加积极努力探索商业街发展新思路，创新
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地理标志’的优势，为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跨越式发展再立新功。”

晚报记者 程国平/文 白韬/图

从 1994 年 6 月 10 日动工，到同年 12 月 30
日全线通车，四桥一路引领郑州进入了立交时
代。到今年，四桥一路已经为郑州的居民服役
14 年，它早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城市主动脉，在
连接郑州东区西区，缓解交通压力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12月 20日，四桥一路建设者、河南五建集
团副总经理戴忠庭向记者讲述了四桥一路建设
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3年年底，新华社刊发的一张新闻图片
引起了郑州市建委的注意，南昌通过多渠道筹
措资金 13 亿多元，在市区内建起了 12 座立交
桥。郑州市建委得知南昌建立交桥很好地缓解
了城市拥堵问题后，很感兴趣，当即组织了一支
包括建筑公司、规划部门、交警部门在内的考察
队伍，集体到南昌借鉴立交桥经验。戴忠庭也
是考察团的成员之一。当时，郑州市金水路的
车流量很大，极易引起交通堵塞。

“立交桥当时可是个新兴事物，全国也只有
南昌在市区建了立交桥。”郑州市经过一番讨论，
很快，建设立交桥和高架路的方案正式确立了下
来。当年，郑州市正式提出：在金水路上修建紫
荆山、新通桥、大石桥、河医广场等4座立交桥和
一条高架路。四桥一路的设计单位是郑州铁路
设计院，戴忠庭作为河南五建集团的副总经理，
被确定为河医广场立交桥建设工程指挥部副指
挥长。按照规划，四桥一路工程施工范围4.2公
里，累计线长11.5公里，桥体建筑面积 l2.5万平
方米，总投资 3.7亿元。不过，与以往的大型市
政工程不一样的是，郑州四桥一路建设没让政
府掏钱，采用贷款建桥、收费还贷的办法建市内
立交桥。也就是说，是郑州的广大车主出钱，修
建了这条贯通郑州东西的大动脉。

戴忠庭说：“我们用180天，干完了两年的活
儿。”就四桥一路的建设质量来说，“再用六七十年
也没问题”。 晚报记者 徐刚领/文 常亮常亮//图图

河南省人民会堂，位于金水大道和花园
路交叉口东北方向，始建于改革开放之年，并
于次年 1979 年底竣工，占地面积 3.3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是一座设备齐全、
设施先进的现代化建筑。

它主要为省四个班子召开会议及重要外
事活动提供服务，也是我省政治、经济、文化
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

会堂办公室白主任介绍，省人民会堂被
选为郑州十大地标性建筑的理由是充分的，
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它于改革开放之年兴
建，与改革开放同岁，并且是我省目前容纳
人数最多、会议室最多、舞台面积最大的会
议场所；二是它曾多次接待党和国家领导
人、重要外国来宾及国际和国家级文艺团
体。在接待的外国来宾中，最著名的是美国

前总统克林顿先生，去年召开的中部六省会议
中，人民会堂是接待重要来宾的重要场所；三是
会堂的设备与时俱进，现在拥有2400余个软席
座位，舞台总面积700平方米之阔，可以说是中
原第一大舞台。

谈到设计理念，人民会堂的总经理王万
昌介绍，这里不仅有主席团会议室、外宾厅，
而且独具匠心地设计出 18 个中小型会议
厅，分别以全省 18 个地市的风土人情以及
不同风格，来设计装修这 18 个会议厅的，充
分体现了河南地处中原、滨临黄河的古老文
化特色，如洛阳厅的“龙门石窟壁画”、开封
厅的“清明上河园”等，使不同地市的代表或
与会者，到了代表自己地市的厅内，有宾至
如归的感觉。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文 马健马健//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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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转过二七广场，没到过
‘二七塔’，就等于没来过郑州。”
这句对郑州市民来说耳熟能详的
话，不仅诠释了二七广场在郑州市
民心目中的地位，更充分证明了二
七广场对于郑州市的重要性。

二七广场位于郑州市区中
心，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也
是河南省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商
业区。大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香港澳门回归等政治事件，
小到吃喝玩购、衣食住行等居民
活动，几乎是郑州市的一切都在
二七广场演绎。“这个评选好啊，
二七广场就是郑州历史的见证
人，被评为郑州十大地标，二七
广场当之无愧。”在郑州生活了
70 多年的耿大爷笑呵呵地道出
了郑州市民的心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内地

的“商业改革”发动伊始，郑州市的一场“商
战”，就在二七广场打响，从价格大战、服务大
战、公关大战到环境大战，带动了整个郑州市
的改革开放，二七广场成了著名的“二七商
圈”，“郑州商贸城”从此而闻名全国。

如今，广场四周有华联商厦、商城大厦、
百货大楼、亚细亚商场、国际友谊广场、正弘
名店、金博大商城、丹尼斯商场、购书中心等
大型商场和数百家中小型商店、餐饮店，拥
有全亚洲最长的人行天桥，是外地游客的必
到之处。

商业发展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却并未
淹没坐落在广场中心的二七纪念塔，每当夜幕
低垂，流光溢彩的“二七塔”都是郑州夜晚那道
最亮丽的风景。二七纪念塔为钢筋混凝土结
构，高 63米，共 14层，其中塔基座 3层，塔身 11
层，每层顶角为仿古挑角飞檐，绿色琉璃瓦覆
顶。塔顶建有钟楼，六面直径2.7米的大钟，整
点报时演奏《东方红》乐曲，钟声悠扬悦耳，绵延
数公里。

“如今，二七纪念塔已经更
名为二七纪念馆，馆内共有10个
塔层层厅和 1 个地下层厅，主要
陈列展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的历史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品
有实物、图片和文字资料等，是
郑州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
一。”对于被评为郑州十大地标，
二七广场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
这不仅是一份莫大的荣誉，对于
广场今后的发展来说，更有着积
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晚报记者 张竞昳/文 白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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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河南厚重历史活了起来在这里，河南厚重历史活了起来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因为它是城市的美丽风景；景观是凝固的诗歌，因为它境界隽永。其实，建筑景观是有思想的，它以独特的价值取向，辉映着人们
对生活的渴求。郑州改革开放30年走到今天，矗立在中原大地上的建筑景观，以自己的重要性、独特性、影响性，与城市一同栉风沐雨，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日夜进
程，并成为代表城市形象的地理标志。在博取广大读者、网友及专业权威人士的意见后，在众多候选标志中，评出德化街商业步行街、二七广场、河南省人民会堂、
四桥一路、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河南博物院、裕达国贸、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炎黄二帝广场、河南艺术中心为“郑州改革开放30年地理标志”。郑州市改革开放30年
一路走来，有它们在见证。 晚报记者 张竞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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