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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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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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岔路口二七塔

□刘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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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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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wblm@163.com
（请注明征文字样）

咨询电话：66959799、67655660

“我与二七纪念塔的故事”征文启动

请你讲述与二七塔的故事
妈妈是二七纪念塔的讲解员，在我幼时的记忆

里，是妈妈一遍又一遍地给前来参观的游客、深情讲
解二七纪念塔的历史。虽然当时不大懂，但我记住
了京汉铁路大罢工，记住了林祥谦、施洋、高斌的名
字……那时幼小的心灵里，对他们满是崇拜和敬仰。

妈妈为二七纪念塔奉献了一生，数十年如一日，无
数个夜晚，我都在妈妈喃喃的背稿声中进入梦乡，即使
闲暇的周末，妈妈也是边背稿子边做家务……如今，白
发悄悄爬上妈妈的鬓角，但二七纪念塔所象征的精神
却播撒到四方。而我，也在妈妈的熏陶下，从小就对二
七纪念塔抱有深厚的情感。记得我还在纬五路上小学
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因为妈妈太忙，我中午放学就自
告奋勇地单独去找她。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
便，公交车也很少。我好不容易乘上101电车，按照妈
妈事先的交代在东方红站下车，因为人小，路又生疏，
本来该回头走的路，我反道而行，结果是越走越远，走
了很久还看不到妈妈工作的二七塔，我的心里开始发
慌……然后只好又向回走，还好，看到了前来接我的妈

妈，我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哇哇大哭！但有了第一次的
经验，第二天，我终于一个人走进了二七塔。从那以
后，我单独往返于二七塔和学校之间，再也没有耽误妈
妈的工作！或许，正是二七塔和她的英雄事迹给了我
力量，让我从小就学会坚强。

据我了解，自1971年二七纪念塔建成以来，已经
接待中外宾客千万余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社会的发展，二七塔也在不断变化，从建成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规模整修：水泥地面换成了花岗
岩地面，陈旧的外貌加上了精细的外粉刷，1986年换
上了新式电梯，连塔钟也从机械塔钟变成了电脑塔
钟。布展形式也从简单的图板、照片为基础，将逐步
更改为三维影像系统和电子声控设备，从而使这张
城市名片焕发出新的光辉！

如今的我，站在二七塔下，虽然在四周高楼大厦
的衬托下，她显得有点矮小，但塔尖那闪闪的五星，
依然显得神圣而庄严，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她都指
引我前进的方向……

解放前我家住在郑州西关大街，离德化街口不
远，对二七纪念塔的今昔，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这
里面蕴藏着许多的故事和历史的沧桑。

二七塔坐落的位置，原来是个七岔路口，东面是
老市区的西关大街，南面是德化街，西南是正兴街，
正西是顺河街和迎河街，西街中间是原来的金水河，
北面是长春路（现在叫二七路），东北角是河阳街，老
金水河就是由这里沿街流出去的。这几条街来往行
人都要过金水河，河上有座砖拱桥叫长春桥，二七塔
就坐落在桥南的七岔路口上。

二七塔周边的这七条街，除河阳街外，都是商业
街。解放前由于饱受日寇侵略和战争创伤，房屋建
筑都比较破旧，德化街沿街的商铺有些楼房，其他的
都很矮小。街道路面除德化街外，大都是土路，街道
很窄，多半只有八九米宽，比较宽的长春路也不过一
二十米，根本没有像样的市政设施，环境卫生很差，

真可以说是“刮风一身土，下雨两脚泥”，当时的情
况，根本无法与现在的二七商圈相提并论。

解放前，二七塔一带已相当繁华，许多商家名店和
娱乐场所大都聚集在这里。如德化街鸿兴源的酱菜、老
蔡记馄饨、小有天饭庄、正大百货商店、老凤祥金店、三
友鞋店、德化戏院、德化浴池等，生意非常兴隆。正兴街
的杂货、顺河街的皮货、顺河街口的王姑廊戏院等也相
当有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豫剧大师马金凤经常在这
里演出。现今北京华联西边民主路一带，解放前就是老
坟岗益民市场的所在地，这个市场有点类似北京解放前
的“天桥”，这里除算卦、杂耍和唱戏的聚集点之外，也是
布匹百货和小商品的集散地。顺河街和迎河街中间的
金水河，也有点类似北京解放前的“龙须沟”，河道狭窄，
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臭气冲天，雨季到来，附近大街小
巷都难逃水淹的命运。

现在的二七纪念塔，是在原有木质结构的基础

上改建而成的。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最初几
年百废待兴，1952年到 1953年间，政府决定拆除改
造脏乱差的顺河街和迎河街，在填平老金水河道的
基础上，将两条街合并建成了现在的解放路，同时又
在这里建起了一座比较简易的木质塔。1971年文化
大革命期间，为了更好地缅怀二七革命烈士，政府决
定将木质塔改建为现在的钢筋混凝土纪念塔。此塔
由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市建筑工程公司施工，工程开
工后，全体施工人员吃住在工地，昼夜奋战，14层的
双塔不到100天就完成了施工任务。

目前，二七纪念塔已经成为郑州市的一座标志
性建筑。随着城市建设的大发展，塔的周边变成了
六条街，高楼林立，商场遍布，百年风华步行街穿行
其间，地铁二七广场站正在兴建，公交车辆四通八
达，这里已经成为二七商圈的交通枢纽。二七塔雄
伟地矗立在这里，是对二七烈士最真诚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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