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9年5月1日 郑州最早的养老院

郑州最早的养老院，是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2月8日在太康里成立的。这个养
老院是郑州市政府利用平民工厂的房屋，由当时的省政府拨款5000元开班的，用以收
容无依无靠的 60 岁以上的老人。院里的伙食，有杂面、小米，平均每人每月伙食费 3
元；供给蓝粗布单、棉衣服和被褥；附设澡堂，建有花园，另外还购置了乐器，使老人们

能吃饱、穿暖、生活愉快。

1988年3月22日 本市命名一批道路和居住小区
这次被命名的道路有：航海东路、航海中路。被命名的居住小区和地片有桐淮居

住小区、绿城广场、振兴市场；更名的是原航海路更名为航海北街。随着就城改造，一
些街道被废除。因此，永康里、宝昌里、三同里、丁字胡同、振兴西里、振兴南里和振兴
中里等街道名被废除。

50年代 东方红影剧院，地处郑州火车
站地区正兴街 37 号，当时取名为中原影剧
院，1952年改名为人民影剧院，1955年改名
为百花影剧院，1969 年改名为东方红影剧
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走向没落，直至
今日已拆除。那时，市民谈恋爱首选去东方
红影剧院看话剧或者电影。

60年代 在革命的年代，东大街管城街
口附近，建起一座 L 形的黄色两层小楼，命
名为红旗大楼，成为与“巨无霸”郑州百货大
楼齐名的百货商场，是郑州市民热衷的“购
物天堂”。

70年代“没到二七塔，不算去过郑
州”，二七塔原本是座只有 21 米高的木塔，
在1971年重建。重建的二七纪念塔为双身
并联式塔身，塔全高 63 米，共 14 层，其中塔
基座为3层塔身为11层，是我国最年轻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郑州人心目中
的地标性建筑。

80年代 1984 年 8 月 1 日，郑州体育
馆破土动工，建筑面积6946平方米，可容纳

3000 名观众。馆内不但安装有电视转播、
闭路电视设备，还在馆外建有两条旱桥，观
众可由人民路经旱桥直接进入馆内。同一
年，老坟岗集贸市场也由早期的一个沙岗，
逐步开始成为出售布匹、针织、小百货、小五
金、文具、土产杂品的集贸市场，1985 年，老
坟岗市场改建范围扩大，东至民主路东口，
西至铭功路，南至解放路，北至太康路，当时
日成交约5万元，客流量达2万人次，成为郑
州市有名的集贸市场。

90年代“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
细亚”，作为第一家在央视做广告的商场，亚
细亚创造了当年商业领域的无数个第一。
90 年代末，郑州城另一标志性建筑——裕
达国贸大厦于 1998 年建成，45 层、楼高
199.7米，成为当年郑州市最高的建筑。

如今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成为郑东新
区的标志性建筑，集展览、会议、商务、餐饮、
休闲、观光于一身，是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
先进的展馆之一，已成为郑州市一道亮丽的
风景。

上世纪80年代的紫荆山路口。

1956年的郑州金水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