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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热线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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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全班同学每到周六都来
义务挖湖”

昨日 10时，在人民公园内金水河主桥西
侧，两位老人一边欣赏着园内的景致一边啧啧
赞叹。“这是郑州当时引种最早的法桐，那时树
径只有 3厘米，是 1954年栽的。”在一行粗大的
法桐边，68岁的徐田州和70岁的张昌金思绪万
千。

54年前，他们在郑州 14中读初中，那时的
人民公园只有现在东门附近的一小片大，刚把

金水河水引到公园附近，准备在园内挖两个湖，
再把挖出的泥堆成山。

“那时这里杂草丛生，现在的青年湖就是那
时的污水坑。”张老先生说，1948年10月22日，
郑州解放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仅有
几块绿地。现在的人民公园，就是在原彭公祠、
胡公祠旧址荒地上扩建的。

“当时，全班同学每到周六都来义务挖湖。”
两位老人回想当年很是激动，“那时，挖坑全是
义务工，火热的劳动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工地上
团旗飘扬，喇叭里嘹亮的歌声和青少年们的口
号声交织在一起。”

希望找齐所有同学，一起再来
义务劳动

站在公园内青年湖东侧的手语山桥头，徐
田州说，手语山就是当年他们挖出的湖泥建的
友谊山，是他们一筐筐把土抬上去堆出来的。

“当时我们班共26人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公
园建好后，我们要毕业了，就在这里留了一个合
影。”徐田州老人小心地拿出一张黑白合影照片。

照片上，男女同学个个意气风发，背景是一
个山包，上边还有一个亭子，照片上边写着“在
共青团的旗帜下前进，1957年”字样。“照片后
边的土堆，就是现在这个土山。”

“现在，照片中的 22人一直联系着，其中 4
人却一直无法联系到，他们叫张志民、李崇友、
陶春海、宋友媛。”两位老人希望通过郑州晚报，
寻找这4位同学，“我们想着找到照片上所有的
同班同学，准备一起来公园再进行义务劳动。”

线索提供 徐先生

桐柏路与汝河路交叉口
“最牛摔人地”已整改

□晚报记者 马燕 实习生 袁婕

本报讯 8月 12日、14日本报连续报
道了桐柏路与汝河路交叉口向北约100米
路东处的摔人路面，被市民誉为最“牛”摔
人地一事。目前，此处已重新修整，路沿明
显“长高”，快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台阶也
过渡成了斜缓坡。

昨天，在现场，原本大路和慢车道不清
楚的路沿明显比之前“长高了”约 1厘米，
新铺的一段柏油把快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
台阶过渡成了斜缓坡。记者在此观察了1
个小时，来往的行人和电动车、自行车都安
全、顺利地走过过渡带，没人摔倒。

坐在桐淮小区大门口的王先生说，前
些天，这里修整时他就在旁边看，“台阶变
成斜坡，快车道和人行道之间没了高出的
障碍，方便多了。”过路的孟女士说：“我天
天路过这里，前些天这段路重修后，路面缓
和多了，这两天没啥人摔倒。”

昨天下午，市政立刻办值班人员说，给
这段路面重新整修的是快速公交项目部，

“目前的管理还未移交到我们这里”。

□晚报记者 马燕 实习生 袁婕/文
晚报记者 常亮/图

本报讯 8月5日，本报报道了“两条鳄
鱼被人捆住嘴做展览，从此不吃不喝，《焦
作晚报》致电本报请给鳄鱼找个家”后，在
多方的努力下，两条鳄鱼一条留在焦作，一
条在郑州海洋馆安了家。如今，在郑州的
小家伙生活得怎么样呢？

昨天9时，在海洋馆二楼，很多游客正
在观看鳄鱼。“妈妈你快看，鳄鱼吃东西
喽！”看到鳄鱼吃东西，有孩子乐得大喊。

这条鳄鱼就是由本报牵线搭桥转送给
郑州海洋馆的，看上去，住在漂亮、舒适的
新家，小家伙乐不思蜀。

海洋馆水族部主任郭永杰说，这家伙
刚来时基本上不怎么吃东西，“现在，它们每
天两餐，每餐都要吃一斤鱼和一斤鸡肉。”

不过，偌大的“家”，只有小家伙一个确
实很孤单。“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水里玩，
无聊时会上岸散散步，如果有游客来看它，
它还会冲着游客眨巴一下眼睛。”看到小鳄
鱼孤独的样子，郭永杰说，他们会尽快引进
几条小鳄鱼和它做伴，让它不再孤单。

张志民 李崇友 陶春海 宋友媛
还记得54年前，26名初中生义务挖公园大湖吗

有人找你们想一起再义务劳动

54 年前，有一批初中
生每到星期六都到当时荒
草遍地的污水坑内义务挖
湖，而这个湖就是现在人
民公园中的青年湖。“26名
同学有 4 人无法联系。”昨
日，两位老人拿着当年挖
湖时留下的合影照片，希
望晚报帮他们找其中的 4
名同学，“我们想一起再为
郑州做义务劳动。”（如图）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邢梦琪/文
晚报记者 廖谦/图

那条安家海洋馆的鳄鱼
每餐一斤鱼、一斤鸡

新家很好，就是有点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