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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网友：东方红影剧院要拆了？
在我省一家门户网站上，一篇题为《东方红，在郑州还能

红多久？》的帖子，让网友们从去年一直热议到今年。
发帖网友大声疾呼：“东方红影剧院早已成为郑州人的地

标！强烈要求保护好它。”
参与讨论的 51名网友里，有 29人主张保留东方红影剧

院，或至少保留“东方红”这个充满回忆的名字。
网友closeueyes深情回忆：上小学的时候，妈妈的单位

发电影票，就是东方红的。每个周末，我都特别期待去东方红
看电影。看完电影，再让妈妈骑车带我去工人新村，美美吃一
顿龙眼包子和合记烩面……

市民：这里有我的第一次
孔先生今年33岁，是个土生土长的郑州人。他从记事开

始起，就经常在东方红影剧院看电影、玩耍。《地道战》《牧马
人》《孔雀公主》……这些儿时朦胧却美好的记忆，总是和东方
红影剧院那别致的门头和放映厅里的味道纠缠在一起。

孔先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7岁那年，我第一次约会也
是在这儿。黑影里，我心脏狂跳，一次次给自己鼓气。直到影
片结束，我也没能克服羞涩去抓紧女友的手。

在这些市民和网友眼里，东方红影剧院承载着几代郑州
人的回忆。

东方红影剧院61年简史
东方红影剧院建于1949年，地处

郑州市火车站地区正兴街37号。
始建时取名为中原影剧院，1952

年改名为人民影剧院，1955年改名为
百花影剧院，1969年改名为东方红影
剧院。

1955年以来，它一直是我市的重
点影剧院。

昨天上午，在正兴街与福寿街交叉口东南角，“东方红影剧
院”6个大字依然金光灿灿，红白相间的门头异常醒目。

影剧院副经理姜文说，按照我市“二七商业中心区城市设计”
规划，目前影剧院所在地确实在拆迁范围内。但拆迁后，东方红
按照规划要回迁，并非永久拆除。

影剧院一位负责人介绍，按照市规划局和二七区政府的规
划，影剧院回迁原址后，将成为“百年德化二期”的一部分。影剧

院的特色门头将继续保留。
现有建筑何时开始拆迁？回迁后东方红影剧院将怎样扩建？

其原有的特色建筑怎样有效保护？影剧院方表示，他们也在等待
二七区政府和建设方的通知。

去年 10月，东方红影剧院被市规划局列为“郑州市 33处
优秀近现代建筑”之一。入选原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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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影剧院，藏着很多老郑州人数不清的回忆。东方红影剧院，藏着很多老郑州人数不清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