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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热点 A05

优秀的近现代建筑作为城市记忆的载体弥
足珍贵，需要保护下来。郑州中心城区首批优
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近日公布，包括省人民
会堂等33处建筑榜上有名。

晚报记者 李萌 实习生 李鑫

城市优秀近现代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生动
载体，是城市传统特色风貌的具体体现，是不可
再生的、宝贵的文化资源。

今年6月，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文物管
理局联合制定《加强城乡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
工作方案》，提出对城乡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挂
牌保护，实施科学管理，以防止城乡优秀近现代

建筑被损坏或拆除。
郑州市城乡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参评，要求

建筑物建设时间范围是1840年至1979年，地点
的范围初步在三环以内，5个市辖区。“参评建
筑物要求的建设时间要达到 30 年以上的年
龄。”市规划局工作人员说，这些优秀近现代建
筑就是城市中的美景，会越来越少了，更应该在
城市建设中予以保护起来。

此次我市优秀近现代建筑的评选，先是由
各区申报，经规划、文物部门初步筛选后，再经
过专家评审，最终确定公示名单。入选的首批
优秀近现代建筑主要包括：建筑形式、施工工艺
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
值；反映郑州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著名建筑
师的代表作品；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商
业、厂房和仓库等；其他具有历史文化、革命纪
念意义的优秀历史建筑。

首批33处优秀近现代建筑有：1. 郑州大学
（南校区）化学系楼、主教学楼；2.郑州大学工学
院原水利、机械、土建、电机系教学楼；3.东方红
影剧院；4.河南省人民会堂；5.河南宾馆；6.河南

省黄河迎宾馆 8号楼；7.河南饭店；8.郑州市水
上餐厅；9.中州皇冠假日宾馆主楼；10.嵩山饭店
主楼；11.二七宾馆；12.河南省体育馆；13.南乾元
街75号院；14.郑州国营第三棉纺居民楼；15.北
大女清真寺；16.天主教堂修女楼；17.郑州国营第
三棉纺厂办公楼、大门等；18.郑州市政府办公
楼；19.中国银行办公楼1；20.中国银行办公楼2；
21.铁路局北院办公楼；22.白鸽集团厂房；23.郑
纺机武装部办公楼；24.郑州绥靖公署大礼堂；25.
胡公祠；26.毛主席视察郑州燕庄纪念亭；27.彭
公祠（五亭）；28.巴巴墓（亭）；29.郑州国营棉纺
厂生活区大门；30.熊儿河桥；31.郑州黄河第一铁
路桥；32.邙山黄河提灌站；33.青春雕像。

对于此次郑州市城乡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参
评，有的市民就提出疑问，为什么二七纪念塔、
二七纪念堂、黄河博物馆等建筑没能入选？

对此，市规划局规划处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次评选并不是评选文物，也不是评选当代优

秀建筑，评选范围被划定在了 1840年至 1979
年，首批评选的地点选在了三环以内，而下一步
的评选将扩展到整个郑州市。“这些建筑和雕塑
都已被列入文物保护，而这次选的优秀建筑不
包括文物。”工作人员说。

市规划局工作人员透露，目前他们正在编制
近现代优秀建筑保护的专项规划，对这些建筑进
行保护和修缮。“以后在城乡优秀近现代建筑的建
设控制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必须
在建筑高度、体量、立面形式和材料、色彩等方面
与保护对象相协调。”该工作人员说。

33处优秀建筑因何入选，请继续阅读A06版

[选“美”标准] 年龄要超过30岁的老建筑

[选“美”待遇]
入选后严加保护

郑州三棉厂
门，属于德国包豪
斯建筑风格，目前
这种风格的厂房仅
在中、德、美等国家
有保留。晚报记
者 张翼飞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