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二七纪念塔，是中国最年轻的“国保”
单位，明年即将迎来 40岁生日。近 40年来，二
七塔不仅承载了纪念那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使命，更重要的是，
她已经成为郑州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和
精神载体。

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地标，二七塔是郑州人

民释放激情的首选场所，许多重要活动，郑州人
民都选择让二七塔作见证。二七塔于郑州的分
量举足轻重，作为媒体，宣扬她的诞生和成长及
郑州人民与她的情怀，恐怕是纪念她建成40周
年的最好礼物。

《郑州晚报·郑州故事》栏目从开创之初，就
一直坚持以描摹城市细节和特色为宗旨，举办

过数次征文活动，从而网罗了一批热衷于“郑州
故事”的专家、学者和读者。明年又恰逢中国共
产党建党90周年，二七纪念塔作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一次重要的工人运动纪念地，也具有
相当意义。所以，本报周刊中心与郑州二七纪
念馆联合发起征文，诚征当年建塔的领导、工程
技术人员、施工单位，二七烈士的后代、铁路工

人、塔的工作者与守护者及有经历的市民讲述
与二七纪念塔的故事。

征文时间：2010年6月至12月
字数要求：千字左右
投稿方式：zzcceqg@163.com（请注明征

文字样）
咨询电话：66959799 67655660

屹立在古都郑州市中心的二七纪
念塔明年将迎来四十华诞。

近40年来，二七纪念塔已成为郑
州人民的心灵之塔、精神之塔，二七广
场也成了一方净土和圣地。作为二七
纪念馆馆长的我百感交集。站在二七
塔前，遥想当年的建塔者，他们发扬二
七精神，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建成了这
座举世无双的、演绎中国近现代工人
运动历史的纪念塔，那是多么了不起
的伟业。我抬头仰望星空，二七革命
烈士和他的后代向这里走来，有了纪
念地，烈士的英魂可以告慰，后来人可
以瞻仰。这时，我又想到国家、省、市
领导对二七纪念塔的关怀，想到周总
理亲自安排军报记者拍摄二七纪念
塔，将二七纪念塔介绍给全国人民。
我常常以敬畏之心进出二七纪念塔，
这里曾经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和英
俊的小伙子守护二七纪念塔，40年，他
们已经老去，但他们把人生最年轻、美
妙的花季献给了二七塔。这时，我泪
眼婆娑，二七塔的守护者，他们的敬业
与精神将与这座塔永存。还有数不清
的市民，他们或独行，或结友，或携家
带口来到二七广场参观纪念塔，关注
每一件国内事件的计时标示。情侣来
这里让二七塔见证他们的爱情，外地
人到二七塔照相留影，不到二七塔，不
算来过郑州。也有商人、企业家来这
里他们怀念当年二七商圈的商战硝
烟，在硝烟中，亚细亚、商城、郑州华
联、北京华联，争相与这座革命塔当邻
居。

二七纪念塔，你何以如此引人关
注？你何以能盛放他们的精神、安放
他们的灵魂？

那是因为，郑州二七纪念塔为我
们展示了近代史上郑州的一段历史
文化，展示了一次震惊世界的工人
运动。虽然，这次运动已成为历史，
但它却赋予这座城市一个英雄的名
字——二七名城。

进入二七纪念塔，我们看到了《二七革命斗争
史》，它集中展示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历史起
因、经过和结果，“京汉铁路的修建及早期铁路工人
的斗争”、“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和“二四大罢
工”、“英勇悲壮的二七惨案”、“踏着二七烈士的血迹
前进”，详细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
人“争自由、争人权”的斗争精神，是引导观众，尤其
是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及共产主义理想
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爱国主义及革命传
统教育是永恒的主题，二七纪念馆近年举办了多项
大型专题展览，如《中华魂——中国共产党革命英
烈事迹展》《开天辟地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创建
史图片展》《历史的辉煌——一代伟人邓小平生平
事迹大型图片展》《永远的丰碑大型图片展》《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大型图片展》《雷锋生平事
迹大型图片展》《纪念二七革命斗争八十五周年书
画摄影邀请展》《庆祝郑州解放60周年大型图片展》
等，拓展了教育场地，扩大了受教育范围。

二七纪念塔，早已成为郑州城市标志性建筑，见
证了多项重要的广场纪念庆祝活动，如1997年迎香
港回归、1999年迎澳门回归、2001年庆祝北京申奥
成功等大型广场欢庆活动，也亲历了郑州市多项大
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包括“红色火种代
代传”全国万里行河南启动仪式、“爱家乡，为国庆献
礼——酷儿邀你看家乡变化”活动、“二七精神 代代
相传”郑州市少先队员大型入队活动等。此外，许多
省市重要活动也经常选择在二七塔这一标志性中心
位置开展，有“国际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河南巡游入
城仪式”、“国际休闲游启动仪式”等。二七纪念塔见
证了郑州的许多大事，以标志性活动地开展丰富了
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式与内容，扩大了红色教育活动
的影响。

二七纪念塔不仅展示中国近代史、中国工运史，

还注重学术研究。近年，先后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京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二七大罢工资料选
编》《世界博物馆博览》《二七风云》《馆藏书画精品
集》等。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原文物》《博物馆学论
丛》《中国文物报》《河南文物工作》等国家、省、市报
刊发表及学术交流专业学术论文50余篇。多次举
办、合办参加国家、省、市学术交流活动，如1991年、
1998年郑州二七纪念馆先后邀请全国各地工运史
专家和学者召开两次学术研讨会，即“中国共产党创
建时期工运史学术研讨会”、“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75周年学术研讨会”；1993年举办“省会纪念铁
路工人大罢工70周年劳动模范座谈会”；2006年参
加“全国部分省市‘博物馆与青少年’学术论坛与创
新展示交流会”。专业技术力量的加强对于爱国主
义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积极推动作用。

郑州二七纪念馆——郑州唯一近现代纪念馆

作为二七纪念塔的管理机构，下属有四处近现代遗迹。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郑州二七罢工纪念塔、二七纪念堂；两处“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郑州铁路职工
学校旧址、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这四处近现代遗迹，组成了郑州地区唯一一座近
现代纪念馆。二七纪念塔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郑州铁路工人领袖汪胜友、司文德
的牺牲地；二七纪念堂是当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普乐园会址；郑州铁路职工学校
旧址是李大钊讲学旧址，他曾在此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夜校是河南最早进
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是抗日战争前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最后一
个领事馆，也是日本在中原腹地的唯一一个外交机构。

现在，郑州二七纪念馆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德育教育，以及
红色旅游工作中取得了骄人成绩，是国家六部委联合命名的“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百家红色旅游景区”；是国家文物局命名的“优秀社会主义
教育基地”；是河南省六部委联合命名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河南省委、河南
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河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是河南省首推的“五条红色旅游精
品线路之一”。

郑州二七纪念塔，这座郑州人的精神之塔，正以高昂的热情迎接它四十岁的生日。
本文作者系郑州二七纪念馆馆长

二七纪念塔——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二七纪念塔——见证了郑州的许多大事

□张晓兰

上世纪70年代的二七纪念塔

如今的二七纪念塔

上世纪80、90年代的二七纪念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