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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城市的主
次干道是城市的“面子”，那

么背街小巷就是城市的“里
子”。“面子”展示的是一座城市
的整体环境，而“里子”更能检测
出城市的宜居程度和居民的幸
福指数。推荐身边你觉得最
美和最有特点的背街小

巷，告诉我们。

征集征集

“《郑州晚报
社区报》真有影响
力，现在很多人慕
名 而 来 买 我 的 饮
料。”师老先生告诉
我们。5月29日，第
一期的《中原·二七
金版》社区报人物版
上刊登了《他卖的冰
糖雪梨，大家都喜
欢》一文，主人公就是
师先生。

“5 月 29 日当天，
就有许多人手里拿着
社区报来买我的冰糖
雪梨和酸梅汤，并告诉

我是看了报纸才来买
的。”师老先生说，而
且，从这天以后，来光
顾的客人明显增多了，
这让师老先生脸上笑
开了花。

“我经常买他的冰
糖雪梨，后来在报纸上
看了报道，才知道老人
姓师。”市民王女士说。

“他？我太熟悉
了，经常买他的酸梅
汤。而且我还知道他
上报纸了，做的饮料确
实好喝。”市民李先生
说。

改名北闸口街
1979年整顿街道时，将位于北闸口的

二道街延伸到北站编组站铁路道口东侧
（现已封闭不通）。为保留一个带有铁路烙
印的地名，尊重群众习惯，将铁工里以西的
西闸口延长到京广北路桥头，因位于铁工
里以北，故改叫北闸口街。

现在的北闸口街，已经更名为西中和
路，路北是金水河滨河公园绿地，南边建有
办公楼、居民住宅楼、饭店、超市还有宠物商
店和宠物医院。已是一条从西到东下穿京
广、陇海铁路的客运线，连接沿河街，通往铭
功路、太康路、解放路、金水路、南阳路的一条
交通繁忙通道。 郑州晚报记者 何涛 文/图

从5月29日《郑州晚报社区报》“中原·二七金版”开始第一次与大家见面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了。在这期间，我们走遍了大街小巷，不断寻找社区人物、背街小巷、1000米吃喝玩乐好去处等有趣的话题。许
许多多的人、事、物在我们的社区报上与大家见面，有人看到或许会觉得陌生，但是也有人觉得熟悉。

下面，就让我们听听读者心声。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刘涛

“1000米”这个版面叫好的很多
“那么小的店也被你们发现了，不过味道确实不错”

既安静又热闹的小街
北闸口街，东到通往北站

编组站的铁路道口，西到京广
北路金水河桥头，全长９００
米，宽１０多米，是与铁路有
关、远近知晓的一个老地名。

周末走进北闸口街，这里
非常繁华，有卖宠物的，卖各种
农贸产品的等，叫卖声，讨价还
价声此起彼伏。在这里，你还
能找到花鸟鱼虫市场、老北闸
口古玩市场。而除了周末，这
里就是一条安安静静的小路。

据史料记载，１９２８年七八月
冯玉祥将军主政豫期间，从郑州西北
部开始修建碧沙岗公路，这条路东起
京汉铁路郑州车站北闸口，西至碧沙
岗西南角，长２.５公里，宽９米，路面
用石子和三合土混合铺垫压平而成。
为保护路面，还设置了牛马车辆在公
路两旁土路上行驶的边道。这是冯部
驻军在郑州修建的第一条公路。

之后，碧沙岗公路成了郑州西部
通往火车站的一条平坦大道。从西部
到老城区和火车站要途经这里，还要

穿越京汉铁路在二道街西口设置的铁
路平交道口。为保证安全，铁路部门
在道口处安装了栏木，当火车通过时，
将栏木放下，关闭道口。

旧时，当地市民联想到水闸、船
闸，顾名思义，便把道口称作闸口，
因位于火车站北边，时间久了，约定
俗成地把临近铁路道口附近的一大
片都叫成北闸口，西边的叫西闸口
（今铁工里北口以西），铁路文化宫
道口处称南闸口，一直沿袭了５０多
年。

6月5日百花路
“我家就在百花路附近住，社区报上

提到的地方我都知道，有几个地方还是
我经常去的。”市民张先生说，他是“老地
方”餐馆和“阿三生煎”的老顾客了。

“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大大小
小的地方我都知道。像那个卖卤面的，
那么小的店也被你们发现了，不过味道
确实不错。”白女士说。

当然，除了这些老居民住户，还有
许多新来的年轻人并不太熟悉附近的
环境。

“我刚搬过来没多久，对附近不太
熟悉，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但
是有社区报的推荐，我就找到主心骨
了。”刚在郑州就业没多久的小李说。

“我在东区住，有时候会来到西区，
因为不熟悉，经常像没头苍蝇一样瞎
逛，幸亏有社区报。”刘女士说，有一次
从西区朋友那里看到了《郑州晚报社区
报》的“1000米”栏目，就觉得眼前一亮。

6月26日前进路
其中，介绍了一家经营酸梅汤、柠

檬水、绿豆粥、银耳水果粥、冰糖梨等饮
品的小店。店老板是一位小姑娘。

“6 月 28 日当天，突然来了好多客
人，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因为看了报纸
才来的。”店老板小杨说，这让她感到很
意外，没想到简单的几句介绍就能给店
里拉来人气。

“我看到社区报上的报道了，这可

是我每天都来光顾的小店。”市民

李先生说。

“我家在附近住，我知道这个

小店，每天晚上下班也会来买一

杯，快成习惯了，没想到小店上报

纸了。”张女士说。

7月10日汝河路
“小四川碗碗香我经常去啊，这

是一家四川人经营的饭馆，味道不

错，报纸上介绍的炒鸡我每次必点。”

市民吴先生说。

“小四川不错，值得推荐。往东还

有更多好吃的地儿，下次我给你们推

荐。”市民何先生告诉记者。

“1000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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