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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着郑州44年绿化造林的历史
揭示绿城称号的由来

300张老照片等待“抢救”

昨日上午，在百花路碧沙岗社区，记者见到
了 76岁的徐凤洲老人。客厅的茶几上堆满了
老照片，有一些照片因时间太长，成了硬硬的纸
卷。照片的内容不是植树就是成林的树林：有
黄河边沙丘上刚造的林，也有市区内道路上的
行道树，但这些照片多模糊不清。老人指着一

张站在紫荆山公园最高处照的照片对记者说：
“这些几十年前冲洗出来的照片，当时参加过
1964年的广交会，主要介绍郑州从一个沙丘小
城变成闻名全国的绿城的过程。可这些照片都
已经不行了，但它的底片却被我保存着，还能洗
出照片来。”

□晚报记者 詹莉莉 文/图
通讯员 徐克镜 吴朝轻

本报讯“龙龙一家太不容易了，我想见见
孩子，表达一下自己的爱心。”昨日，本报《没爹
妈的孩子和他的爷爷奶奶》的报道，受到了读
者的密切关注。昨日一早，某保险公司郑州分
公司一区经理李芳女士打来热线电话，表示想

去看看孩子。
昨天 12时许，在永安社区南建中街 1号

院，李芳正在为小龙穿新衣服。“谢谢李阿姨，
我从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懂事的小龙
显得很高兴。他告诉记者，面前这位陌生的李
阿姨，不仅给他买来书包、文具盒、铅笔，还给
他买来许多漂亮的衣服。“这些铅笔够我用上
一年呢！”

记者还看到，李芳不仅为小龙送来了一个
米老鼠文具盒，还有两件“李宁”牌运动衫和上
百根铅笔等。小龙接过李芳阿姨资助他的500
多元学费，赶紧送到爷爷王德魁手中，并立即
回到李阿姨身边鞠躬表示感谢。

李芳说，自己在刚上班时遇到困难，受到
公司同事们的捐款资助，所以她长期以来一
直心怀感恩之心，去年汶川地震时，她个人
一次性捐款 5000 多元。10 多年间，她累计
为失学儿童、困难家庭捐款上万元。当看到
小龙的困难情况后，正在金水区农业路工作
的她马上赶了过来，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
助小龙。

“我看到她买了这么多学生用品，知道事
情原因后，我全部按出厂价格给了她……”好
心人都都文具公司的经理宋景锋告诉记者，因
为害怕来晚了见不到龙龙，热心的宋景锋一路
开车，随大家一起来看望龙龙。“这也算是尽我
一点点爱心吧！”

家住管城区的马大姐打来电话说，他们家
愿意接收小龙，并对小龙进行长期照顾。永
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菊花告诉记者，很多爱
心人士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小龙的家庭情
况，愿意为小龙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也及时
上报了办事处领导，决定近期在辖区内为小
龙和其他一些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场大型义演
捐助活动。

盲人按摩师
要免费为60人按摩

□晚报记者 汪永森 董洪刚

“热心人帮助过我们一家，我们也要
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回报。”昨日，为了迎
接国庆，郑州市56岁的盲人按摩师傅王
振琛在五一公园打出牌子，要为60名市
民进行免费按摩。

昨日下午 3时许，不少市民围着五
一公园内“庆国庆义务按摩六十人”的牌
子议论起来，不少人还现场感受了盲人按
摩师傅王振琛的手艺。“王师傅义务按摩，
公园里的老人可有福了，我们也想有机
会感受一下他的服务。”建设路办事处巡
防队员张全胜说。巡防队员经常帮助王
振琛照看生意，不少队员还成了王振琛的
客户，大家都相信王师傅的按摩手艺。

“老王给人按摩了十来年，手艺肯定
没问题，国庆节就要到了，我们要回报下
曾经帮助我们的好心人。”王振琛在忙着
给人免费按摩，妻子张青华讲述起自己
流浪时受到五一公园附近居民帮助，并
最终与老王结为夫妻相依为命的事情。
他们表示，在国庆到来之际为60人免费
按摩，目的就是回报曾经帮助过他们的
热心市民。如果你想要享受王师傅的按
摩，可拨打建设路办事处巡防队电话
68562111。 线索提供 王辉

谁丢了这些珍贵老照片
□晚报记者 鲁燕

昨天 9时许，在工人路与建设路交
叉口站牌处，坐公交的宋先生无意中发
现地上有一个报纸卷的 10多张黑白照
片。等车的乘客们一下子都围了过来，
纷纷辨认照片中的人物。

翻看这些黑白照片，有 3张大的照
片，14张A4纸大小的，照片四角都已泛
黄，但是照片的清晰度还可以。“这些
老照片都是很久远了，是有着很珍贵
的纪念意义。”捡到照片的宋先生说，
照片的主人一定很着急。记者看到，
其中的一张照片是朱德视察玻璃钢公
司的照片。 线索提供 宋新辉

十几万存单和2000多元钱
申化龙和张小芳快来领

□晚报记者 董占卿

昨日，管城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的工作人员刘女士来电称，他们捡到
了一个咖啡色男士包，里面有十几万元
存单和 2000多元现金，等失主两天了，
一直不见有人来领。

昨日下午，该局工作人员刘女士说，
他们部门捡到的这个咖啡色男士手包，
内有河南省温县温泉镇名叫申化龙和张
小芳的身份证、申化龙的加油卡和驾照；
同时，还有十几万元的存单和 2000多元
钱，为了寻找失主，他们已经等了两天，
始终不见失主前来领取。“想着失主肯定
很着急，就想通过晚报的招领联盟尽快
找到失主。”刘女士说，认领联系电话为
66229036。

招领：身份证
三公司 81路调度孙黎姝在车上拾

到一张身份证，姓名为王建国，住址为河
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南东坊镇南二村兴隆
街 16号，请失主尽快到公交三公司认
领，电话86020161。

招领：学生公交卡
三公司 38支路车长赵雷在车上拾

到一张学生卡，卡号为 1291786，请失主
尽快到公交三公司认领，电话86020161。

300张老照片的底片，内容是
1951年到1995年44年间，郑州从
风沙城到闻名全国的绿城的绿化
造林史。保存老照片的，是郑州
市第一个获得全国绿化奖章的76
岁的徐凤洲老先生。昨日，行动
不便的老先生告诉本报热线，“我
越来越老了，这些老照片当时只
有底片，如果不在我有生之年把
这些老照片重新洗出来保存，那
郑州就少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资
料，可现在找不到洗胶卷的地方
了，我希望通过郑州晚报，找到能
洗照片的热心人，把底片洗出来
后，送给绿化部门存档。”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邢梦琪/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
实习生 白洁/图

底片保存完好，仍很清晰
老人把记者带到他的卧室，他翻开其

中一个盒状的本子，上面手写着：“1956年4
月1日，全国植树造林日，省会机关学校、街
道、农村，20万青年造林100万株，这是南沙
岗造林时部分照片。”翻开后，只见每张照
片都用防潮纸装着，拿出底片，可以看到照
片上的每一位造林人员仍很清晰。“这些老
照片我一直珍藏着，因为我懂得如何保存老
照片，一直到现在，还可以洗照片，但毕竟照
片也有保存的期限，而这300张底片多是当
年我照的，也有我收集同事们照的，很多都
因为当时没有钱冲洗，只有底片。现在我年
纪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便，我希望趁着
这些底片还能冲洗照片，有专业的人士能帮
助冲洗出来，好把郑州 50多年的绿化史更
真实地反映出来。”老人说。

如果您有冲洗胶卷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
请与本报67659999联系。 线索提供 徐彦东

照片的内容多是植树造林

58年前，当时只有 18岁的徐凤洲，从开封
的省林业干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林场工作。
1954年，郑州的植树造林重点转移到市区，当
时市政府提出“路修到哪里，绿化到哪里，工厂
建到哪里，绿化到哪里”。“当时郑州几乎没有什
么行道树，只有河南医学院（郑大医学院）到嵩
山路北段有 80多棵柳树。人们最初把绿化树
种放在乡土树种上，以泡桐和毛白杨为主。那
时，主抓林业的副市长史隆甫是从法国回来的

留学生，深知法桐这一树种的好处。他看到当
时郑州园艺场有几棵试引进的法桐，树形好，树
冠大，长势喜人，适合郑州的水土，于是，他开始
在郑州全面引进法桐。几年后，金水大道等主
要街道长起了一排排法桐。郑州所有主干道上
的树，几乎每一株我都打理过。”徐凤洲说。上
世纪 80年代，郑州凭行道法桐树和防风固沙，
赢得了全国绿城称号。1992年，徐凤洲被全国
绿化委员会授予郑州第一个绿化奖章。

当年郑州的行道树主要是柳树

新闻追踪 读者上门看望孤儿龙龙
送去书包、文具还有新衣服

上世纪上世纪6060年代的郑州一片绿荫年代的郑州一片绿荫

我想出把力

又是送文具，又是送衣服，龙龙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又是送文具，又是送衣服，龙龙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