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浑厚，嘹亮的二七纪念塔的钟声，在城市上空回
荡，闻者无不留下深深的印象。1976年清明节时署
名钟声、张贴在纪念塔旁的长诗《悼总理》，是对周总
理一生的颂歌，也是一把刺向穷凶极恶的“四人帮”
的利剑。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我悲豺狼笑，“四人帮”
磨刀霍霍，更加猖狂。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全
国人民怒不可遏，在清明节到来之际，积压在胸中的
怒火终于喷发出来。无限热爱、怀念周总理的郑州
群众，把二七广场变成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
的海洋。那些日子，我在上班之前，下班之后，都要
到二七广场去。4月3日凌晨，几百名铁路工人在二
七纪念塔嘹亮的钟声中，拥向街头，并贴出一条条大
字标语。此时，郑州变压器厂、柴油机厂、轴承厂、郑
州四中等许多单位的群众，先后来到二七广场悼念
周总理。郑州化肥厂工人用钢筋焊起来的花圈高达

两米，挽联上写着“四化实现同酒庆，斩尽妖魔祭周
公”。4日是清明节正日，人们捧着花圈、挽联，臂缠
黑纱，从四面八方来到二七广场，二七纪念塔及周围
的建筑物上贴满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祭
文、诗词、标语。署名晓声的祭文，痛斥了“四人帮”
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蔑、攻击。署名郝继
来的同志在《总理啊，我们永远把您怀念》的长诗中
写道：“总理啊，您的精神留给俺 孩儿脚跟站稳斗志
坚；您的品质留给俺 ，孩儿敢与豺狼虎豹周旋；您的
智慧留给俺，孩儿心明眼亮永不受欺瞒。”众多无名
者的诗词都是时代的响钟，人民的心声。题为《队队
花圈为谁来》的诗写道：“多少情啊多少爱，朵朵白花
胸前戴。队队群众泪满腮，抬着花圈塔前来。棵棵
花树血泪栽，洁花全为总理开。敌人害怕人民爱，丰
功铭心传万代。”短诗《寄哀思》说：“二七塔巍巍，清
明塔前泪。庶民寄哀思，欲请总理回。”这些饱含着

爱与火的诗词，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许多人读着
读着就掉下泪来，有的还恭恭敬敬抄在本子上。

粉碎“四人帮”后，河南日报社领导让我和另
外两位记者成立个报道组，我们分头采访了二七
纪念塔管理处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群众，与受尽迫
害、刚刚从狱中出来的钟声（真名为张雪藜、杨松
林、苗学敏三人）、晓声（真名为谢晓勤）等多位同
志进行了长谈。由于清明节时我们都曾亲临其境，
情况熟，感受深，很快写出了长篇通讯《中州惊
雷》，《河南日报》用一个整版在头版刊登。通讯的
结尾处这样写道：“二七纪念塔向着北京的天安
门，连着南京的雨花台，和着战鼓频催的西安钟
楼，组成威武雄壮的画卷。”

二七纪念塔是历史的见证，记下了人民的爱，人
民的憎，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其嘹亮、浑厚的钟声，
激励着人们不忘光荣历史，永葆革命青春。

二七塔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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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同龄人不同，我的童年几乎是在二七塔
里度过的。

那时，妈妈是郑州二七纪念馆的一名会计人
员，而父亲在南方当兵，没有人带我，我就常随妈妈
上班。可一到上班时间，妈妈常常忙得顾不上我，
我就把塔门口台阶两旁的斜坡当成滑梯来自娱自
乐。下班之后，由于妈妈还要整理账目，我就自己
骑着小童车围着二七塔一圈圈的转，直到妈妈整理
完账目带我回家。童年的时光，我一直这样度过。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都是妈妈和她讲的二七塔
的故事。虽然当时妈妈的工作很辛苦，忙起来就把
我忘在脑后，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还是能够读
懂妈妈对工作的热爱，对塔的热爱，以及那份热爱
带来的幸福和满足！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工作之余，
妈妈还报了一些培训班，用更高的水平、更高的标
准要求自己。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理解妈
妈，并经常抱怨她为了工作不照顾我，为了工作不

顾自己的身体。我曾经疑惑地问她，干吗把自己弄
得这么辛苦？她笑着对我说：“二七纪念塔是纪念
英雄的伟大建筑，能够在塔里上班，能够守护先烈
们安息的这片圣地是很光荣的事情，我们要把对二
七塔的情感放在心里，要为二七塔贡献自己的力
量！”朴素的言语震撼了我的心灵，也让我更深刻地
体会到妈妈对工作深深的爱！

妈妈是蒙古族人，当她因病离开人世的时候，
二七塔的全体人员都去为这高大、美丽的少数民族
干部作最后的诀别，从阿姨的哭声和叔叔们的眼泪
里，我再次读懂了恪守职责、无比敬业的妈妈在他
们心中的分量。我用心体会妈妈当年对工作的那
份挚爱，理解妈妈那种从塔而来的幸福感。

我现在也是一名二七塔的工作人员，每当走进
二七塔，我都会想起妈妈，她对二七塔的那份热爱
始终鼓舞着我。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我都会努力追
随妈妈留下的足迹，我会像妈妈一样，为二七纪念
塔奉献自己的力量！

塔、妈妈和我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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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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