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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1982年，我家刚由农村迁到郑州，大人小孩对
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美好。在一个夏天的日子
里，我带着两个儿子、父母亲，祖孙三代第一次参观
二七塔，又在塔前照相合影。

站在二七纪念塔下往上看，塔身显得那么巍峨
高大，直插云霄，十四层外露的塔檐，非常好看。我
父母亲喜出望外，小孩子也很高兴。因为他们是第
一次来郑州，能看到这样高大雄伟的建筑真是稀
罕。父亲母亲都是80多岁的人了，虽然身体还算不
错，但要上塔恐怕还有一定的难度，我也放心不
下。于是我让父母亲坐在松柏树下乘凉等着，我和
两个儿子上塔。进到塔内，拾级而上，边走边看。
二七大罢工史料陈列室的展览，对我的印象最深，
影响很大。司文德、汪胜友等二七烈士的英勇事
迹，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看着看着，

我不禁两眼潮湿，泪珠直在眼眶里打转。大儿子问
我，爸你怎么哭了，我简明扼要地向他俩讲了二七
大罢工的故事。他们听得很认真。听完我讲的内
容，他们好像也受到了感染，上塔也不吵着累了，一
直上到了塔顶。

站在塔顶外檐的平台上，向四周远望，郑州市
的大街小巷尽收眼底。二七塔下车水马龙，大街
上人群熙攘。那时，二七塔还没有高楼大厦，视
线还不会被遮挡，向远处极目遥望，可以看得很
远，金水河边的游人，人民公园的绿树，都能看清
楚。远处的火车不时传来汽笛的鸣叫声，由远及
近。我和两个孩子参观完就沿着旋转的塔梯很
快走下来。

走出塔外，看见父亲、母亲还在松柏树下坐着，
说着话，神情显得很安详，不疲倦。临走时，我父亲

对我说：通常不来郑州，难得到二七塔游玩，二七塔
还怪好看，咱们照相吧，今后不知道能不能再来郑
州了。父亲的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我也感到父母
亲都这么大年纪，照相留作纪念，也是很有意义
的。叫来摄影师，我们祖孙三代站在塔下，快门闪
动，留下了这张非常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我夹在
镜框里，一直珍藏着，唯恐遗失。一是它确实印证
了父亲说的话，1986年，我父亲母亲都先后去世了，
真的再也不能来郑州了，想起来我就心酸难过。二
是它是一张永远的纪念照，从照片上，我可以领略
到父母亲的音容笑貌，回忆起父母亲对我的养育之
恩。三是这张照片是以二七塔为背景的。什么时
候看到它，我都会回想起二七大罢工的壮烈场景，
二七烈士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鼓舞着我们一代又一
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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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手的回忆 □王东方

我是郑州市市政总公司机械化的一名推土机
司机，我担任修建二七纪念塔的推地基的任务。
1971年6月30日夜，天下着雨刮着大风，我们的推
土机来到了老二七塔的下边，市领导命令我用推
土机把老二七木质塔推倒，当时我们用大圆木，一
头对着木塔，一头对着推土机刀片，因为木质塔风
吹雨侵蚀，木质结构损坏严重，我们的推土机没有
用多少力，就把木塔推倒了。1971年 7月 1日早
上，我们的车就开始破土动工了，我们推的地基是
24米宽，26米长。人分为两班，每班一个人，一人
十二个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人歇车不歇，吃喝
都在工地上。7月份的时候，天气热得很，外边天
气 37摄氏度，车里边就有 40多摄氏度，热得我们
身上都起了很多痱子，都成了痱子毒了，痛得要
命，但是我和同志们没有一个说苦说累，为了二七

纪念塔的地基能够结实，我们把地基挖得很深，中
间挖到了老长春桥的桥基，桥基很结实，地下桥基
都是三七灰土做成，因为时间长了，它本身比石头
还硬，推土机推不动，后来领导请示了时任市长王
辉，王辉决定用炸药炸开，为了保证爆破安全，就
把我们的推土机用大吊车吊上大坑，最后在夜里 1
至 2点钟放炮炸桥基，放完炮又用吊车再把推土
机吊到下边大坑里去，我们下去把土推到西南角，
工人们把土装在一个大铁柜里，吊车再把大铁柜
吊上去，大铁柜上有个开底下门的把手，上边的工
人把大把手一压，大铁柜底下就开了，把土装在了
汽车上拉走。在工地上，市委宣传部还给我照了
几张相片，放在了宣传栏上，上面写着英雄建造英
雄塔。我们把二七塔的地基安安全全完成了，为
建设二七塔献上了一份力量。

祖孙三代影留二七塔 □秦舒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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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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