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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特色建筑往往给人最深刻印象，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东方明珠塔、杭州的雷峰塔、武汉的黄鹤楼。有特色
的标志性建筑可以提升一座城市的魅力，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更可以成为城市名片。市规划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其实每
一栋老建筑都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变迁，比如郑棉三厂厂门，属于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目前这种风格的厂房仅在中、德、
美等国家有极少量存留。“郑州近现代老建筑历史遗存比较少了，每一处都代表了一段历史时期，从清代开始，到近代再到
现代，形成了一个历史脉络，如果不保护好，很容易出现‘建筑历史断档’情况。” 晚报记者 李萌 实习生 李鑫

1.郑州大学（南校区）化学系楼、主教学楼
（20世纪60年代建成）

入选原因：郑州大学是新中国建立后郑州
第一所综合大学，是河南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缩
影。建筑布局轴线对称、苏式风格、厚重大气。

2.郑州大学工学院原水利、机械、土建、电
机系教学楼（20世纪60年代建成）

入选原因：1963年，原郑州大学的水利、
机械、土建、电机4个工科系分出组建郑州工
学院，形成以工科为主要特色的院校。4座教
学楼轴线对称、苏式风格，特点突出。

3.东方红影剧院（1949年建成）
入选原因：当时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场

所，郑州保留不多的影剧院建筑。
4.河南省人民会堂（1979年建成）
入选原因：是我省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的重要活动场所。造型简洁稳重，虚实对比
强烈，条形窗韵律感强。

5.河南宾馆（1954年建成）
入选原因：曾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邓

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建筑属中
式建筑风格。

6.河南省黄河迎宾馆8号楼（1962年建成）
入选原因：1964 年毛主席曾在此住过四

天三夜，并召开重大会议。建筑为平房、红
瓦，坐北朝南，平面为倒“山”字形。

7.河南饭店（1954年建成）
入选原因：河南饭店是历届河南省党代

会、人代会接待的主要场所，是环紫荆山商
业、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

8.郑州市水上餐厅（1971年建成）

入选原因：二七路上较早建设的餐饮类建筑。
9.中州皇冠假日宾馆主楼（1959年建成）
入选原因：代号5902，意为“1959年第二号

工程”。当年，它与同样始建于1959年的河南
省委第三招待所（即黄河迎宾馆，代号为

“5901”工程）、郑州市委办公大楼并称为“河南
三大工程”。建筑立面轴线对称，整齐有序。

10.嵩山饭店主楼（1963年建成）
入选原因：河南省规模最大，会议接待能

力最强的旅游涉外酒店。
11.二七宾馆（20世纪70年代建成）
入选原因：二七广场较早建设的重要宾

馆建筑之一，建筑造型简洁，富有韵律。
12.河南省体育馆（1968年建成）
入选原因：郑州市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

体育场馆，采用网架结构，造型浑厚。
13.南乾元街75号院（民国建成、位于南

乾元街与菜市街口）
入选原因：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住宅建筑。
14.郑州国营第三棉纺厂居民楼（1954年建成）
入选原因：反映苏式建筑与中国传统建

筑相结合的一组院落式建筑，承载着郑州市
民对纺织工业发展史的回忆。

15.北大女清真寺（民国建成、位于清真寺街）
入选原因：宗教史重要建筑。
16.天主教堂修女楼（1912 年建成、位于

解放西路81号2号院）
入选原因：意大利传教士修建，是郑州保

存很少的欧式建筑和教堂建筑。
17.郑州国营第三棉纺厂办公楼、大门等

（1954年建成）

入选原因：作为“一五”时期国家投资建
设郑州纺织基地的代表性工业建筑。

18.郑州市政府办公楼（1960年建成）
入选原因：郑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办公

场所。建筑采取中轴对称布局，比例协调。
19.中国银行办公楼1（1954年建成）
入选原因：古典中式风格，花园路早期建

设的重要建筑。
20.中国银行办公楼2（1954年建成）
入选原因：古典欧式风格，柱式比例合理。
21.铁路局北院办公楼（20世纪50年代建成）
入选原因：是郑州市铁路局成立后主要

的办公场所，见证了郑州铁路发展的辉煌。
建筑为中国传统的坡屋顶形式。

22.白鸽集团厂房（1956年建成）
入选原因：二砂集团曾是郑州市的龙头

企业之一。
23.郑纺机武装部办公楼（1959年建成）
入选原因：郑纺机是中国纺织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最大的直属骨干企业和出口基地之
一。保留建筑为坡顶独栋办公楼，传统建筑样式。

24.郑州绥靖公署大礼堂（1945 年建成、
位于南顺城街路西武警总队干休所大礼堂）

入选原因：邓小平在这里作“东进前的形
势与任务”讲话，陈毅、张际春出席会议。具
有革命纪念性意义。

25.胡公祠（1932年建成、位于人民公园内）
入选原因：胡公祠是一座五楹单檐歇山

式建筑，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现存大殿、大门。
26.毛主席视察郑州燕庄纪念亭（20世纪

60年代建成）

入选原因：为纪念毛主席视察而修建。
八角攒尖顶亭子，汉白玉基座。

27.彭公祠（五亭）（1925 年建成、位于太
康路人民公园内）

入选原因：是纪念彭象乾的建筑。现仅
存五座六角攒尖顶纪念亭。

28.巴巴墓（亭）（解放初期建成、位于解放路
52号）

入选原因：郑州“巴巴墓”是中国现存的
回族古墓之一，对研究中原伊斯兰文化和历
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一定价值。

29.郑州国营棉纺厂生活区大门（20世纪
50年代建成）

入选原因：记录着郑州工业发展史上一
个重要时期，承载着郑州市民对这一时期工
作生活的回忆。

30.熊儿河桥（清末建成、位于南关街熊儿河上）
入选原因：位于熊儿河上至今仍在使用

的砖石桥梁。桥身局部雕花细致，有一定施
工工艺和建筑艺术价值。

31.郑州黄河第一铁路桥（1905年建成）
入选原因：为卢汉铁路修建的郑州第一

座跨越黄河的铁路桥。目前仅保留160米长
一段，历史纪念意义重大。

32.邙山黄河提灌站（1972年建成）
入选原因：郑州市引黄灌溉工程的重要

水利构筑物。
33.青春雕像（1960 年建成、金水路与沙

口路口）
入选原因：郑州市较早建设的雕塑之一，

体现当时雕塑特色和对郑州当时发展的展望。

这里是详细名单，看一看，知道它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