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解放路西行，便是解放
路小学，别看校园不大，却是
解放路上唯一的学校，与解放
路同岁。

“1950 年建校，最初叫市
立第十六完小，1951 年改名为
解放路第二完全小学，1966 年
定名为解放西路小学，上世纪
70 年代更名为解放路小学，沿
用至今。”王芳，解放路小学校
长，与《英雄儿女》女主角同
名。

上世纪 50 年代初，学校改
名为解放路第二完全小学时，

解放路上还有第一完全小学，
现二七宾馆所在的位置，后来
被撤销；上世纪 60 年代，与解
放西路小学同期的，还有解放
东路小学，没过多久也被合并
搬迁了。

60 多年后的今天，郑州发
展日新月异，只有解放路小学
伴着解放路一起走过了 60 多
个春秋。

“建校之初，解放路小学
不过10多个班，每班学生不足
40 人。”许雍，年逾八十，解放
路小学老校长，老人 1951 年 8

月从郑州师范毕业后，直接分
配到解放路小学教学。

在如今，“超级大班”普遍
存在的情况下，解放路小学依
然固守着“小班化教育”的传
统，全校 11 个班，309 名学生，
是郑州市首批“小班化教育实
验”学校，每个班学生数一直
控制在30人以内。

“班级人数少，老师可以因
材施教，真正做到个性化辅
导。”王芳说，“使老师有更多的
时间投入到对教学质量的提高
和对学生的全面关注上。”

与解放路同岁的小学

毗邻二七纪念塔，占据革
命纪念圣地的地理优势，“红
色教育”也融入了解放路小学
的血液，成为学校发展的理念
和灵魂。

徜徉在解放路小学校园，
长 达 200 多 米 的“ 红 色 文 化
墙”——红色人物事迹、革命
故事、励志故事等为内容的宣
传展板，犹如一幅历史画卷徐
徐展开。

“如果把学校比作一个
人，那么解放路就是一个具有
红色‘性格’和‘气质’的人。”
校长王芳说。

她告诉记者，2010 年开学
初，解放路小学启动了“红色教育
阳光校园”品牌建设，以红色为主
题，重新设计了学校的文化。

201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华诞，解放路小学联合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第一小
学和武汉市江岸区二七小学
成立了“全国少年儿童红色教
育联盟”，开通了“全国少年儿
童红色教育联盟”网站。

自此，解放路小学的“红色
教育”品牌活动推向了全国。

“学校成立了郑州市第一个
红色二七小志愿者讲解团，走进

二七纪念馆里作为小宣讲员给
观众讲解二七大罢工历史及英
雄事迹。”王芳说，解放路小学也
有了自己的吉祥物——“红星宝
宝”彤彤和阳阳。

2013 年，解放路小学启动
申报“全国红军小学”，8月，收到
同意回复，解放路小学成为全国
第135所红军小学，拟定2014年
春季举行授牌授旗仪式。

晨曦中，太阳从东方喷薄
而出，二七纪念塔也响起了钟
声。伫立于林立商厦之中的
解放路和解放路小学迎来了
崭新的一天。

红色教育基地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以解放命名的建筑，郑州也不例外，譬如解放路、解放路小学，它们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伫立于城市的一角，无言地
诉说着这个城市远去的故事。和其他城市不同，郑州的解放路更加名副其实，解放郑州时，刘邓大军便由此进入郑州市区。此后，这条
路上又增加了一个与解放有关的建筑——解放路小学。解放郑州65周年之际，我们循着这个郑州革命圣地、解放郑州见证的历史窗
口，重温那条路、那个学校、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郑州晚报记者 王战龙/文 白韬/图

沿着河医立交桥东行，横跨过
郑州第一座斜拉式立交桥，郑州市
区东西方向在此骤然“提速”，这便
是解放路立交桥，桥下，是解放路，
直通至郑州繁华商埠所在二七广场
和地标性建筑二七纪念塔。

全国以解放命名的道路不胜枚
举，郑州的解放路却最为名副其
实——1948 年 10 月 22 日，郑州宣布
解放，刘邓大军就是沿着这条路在
市民的夹道欢迎中进入市区。

解放路最早并不叫做解放路，
清朝末年，这里只是一个荒冢遍野
荆棘丛生的沙岗，仅有一座五虎庙
和一条金水河古道。

民国初期，随着京汉、陇海两条
铁路在郑州的交轨，此地逐渐热闹
起来，锻磨、打铁、石匠铺、熟皮革、
骡马行等商户在金水河两侧搭棚建
屋，渐成街道。河北岸叫迎河街，河
南岸叫顺河街。那时的迎河街、顺
河街西段至现在的铭功路口曾有一
座铭功桥，桥西边的街叫慕霖路。

1939 年 7 月，郑州连降暴雨，金
水河水漫河堤，繁华商业街水深数
尺，德化街等处淤泥达3尺厚。同年
8 月，金水河人工改道，原流经迎河
街、顺河街、慕霖路、长春桥（二七广
场位置）被改由西郊菜王村附近，流
经医学院、北闸口、大石桥向东流
去，即成现在的流向。

金水河故道就此被废弃，经年
累月后，积水难排垃圾如山，原本风
光旖旎之地沦落为臭气熏天蚊蝇成
群的“龙须沟”。

“为修解放路，1949 年就开始动
员拆迁了。”80多岁的老郑州张云山老
人说，填平金水河故道的臭水沟，拆除
铭功桥，沟两边的顺河街、迎河街，以
及西端的慕霖路也被合并扩建。

1950 年，解放后郑州市政府修
建的第一条混凝土路面终于完工，
宽阔的马路东起二七纪念塔，西至
京广铁路线，“长 971 米，宽 23 米的
水泥路面，街心设有宽 2.84 米的花
坛，是当时郑州最宽的高级路面”。

它被命名为解放路。“完工那
天，解放路东头放电影，晚上看电影
的群众挤满了整个路面。”老人说。

郑州最宽的高级路面
时光转到了改革开放后，解

放路如蛟龙入海猛虎归林，迅速
成长为郑州首屈一指的商业名
街和金融中心。街道两旁，商铺
林立，工商企业多达59家。

那个年代，这条路上也诞
生了诸多第一，比如郑州最早
的新华书店郑州支店（1958 年
改叫郑州市新华书店）和郑州
最早的一家国有银行中国人民
银行郑州支行。

如今，站在解放路立交桥
上东望，车流不息的二七广场
商场云集，以其为中心辐射出
去的德化街、二七路、人民路鼎

鼎有名。曾繁华一时的解放路
则落寞为郑州市区一条再也普
通不过的道路。

在很多人心中，二七广场的
历史远于解放路，其实，二七广
场的建成比解放路还晚了两年。

1952 年 2 月 7 日，郑州全
市各界人士数千人在解放路东
头的祭奠地公审杀害司文德、
汪胜友两位烈士的凶手，此后
这里方被定名为“二七广场”。

也就是在那一月，为纪念
两位烈士，人们建造了一座三
截式的木塔，塔基是金黄色六
棱形，高５米，塔身长方形，四

边钉有百叶窗式隔板，高８
米。塔顶为三角形，高５米，塔
尖立一闪闪发光的红五星，象
征“二七”精神永放光芒。

1971 年，塔因故倒塌，时
任郑州市警备区副司令员、郑
州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辉组织
重建了新塔，即现在看到的九
层双塔。1973 年，在周恩来总
理的关爱下，这座塔登上了当
时最具权威媒体之一《人民画
报》的封面。

自此，二七塔闻名全国，成
为郑州市最具代表性的地理标
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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