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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1928 年 6 月主豫，主席府在开
封，总司令部先后在郑州的华美医院和城
隍庙。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集团军总司
令率师继续东征，转战山东、河北，收复北
京、天津，驱逐了奉鲁军阀，取得了东征胜
利。冯玉祥所属部队从五原誓师至东征两
年，师行万里，历经大小百余战，为了瘗葬
历次作战中阵亡的官兵，1928年春，冯玉祥
部队调回河南境内进行休整，他先后拨款
20万元，责成交通司令徐骧云择地建造烈
士陵园。他选中郑州以西8华里被叫做“白
沙岗”的一片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
是战死沙场士兵的掩埋地。长期风沙弥
漫，形成高低起伏的沙丘，长不成庄稼，附
近村民只是在岗上栽些树木以防风固沙。
在这里建造陵园，不占用老百姓的耕地，正
合冯玉祥心意。墓地选定后，先后购地350
多亩（当时称4顷），于1928年3月动工，同
年8月竣工。冯玉祥取“碧海丹心，血殷黄
沙”之意，将陵园命名为“碧沙岗”，并亲笔
书写刻石镶嵌在陵园北大门上。

建成的碧沙岗陵园（今碧沙岗公园所
在地），坐南朝北，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中山
公园。进入北大门即为中山公园，沿中轴
线向南，先是水池、石桥（当时名铁桥），接
着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已毁），
再向南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座碑亭，均为
六角形仿木结构，红柱琉璃瓦顶，这也是冯
玉祥信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象征。中
间亭中立有截面为正方形的高大汉白玉
碑，正面镌刻着冯玉祥题字的“碧血丹心”
四个大字，其他三面是冯玉祥题写的阵亡
烈士纪念碑文。二是三民主义烈士祠。位
于中山公园之南的陵园中部，占地4330平
方米。祠堂为古式建筑，分为前后两个大
院，前院有正殿及东西廊房各7间，均为高
台建筑，门前有回廊明柱，房顶覆盖绿色琉
璃瓦。后院正中有一座后殿，建筑形式与
前殿相同。现在的前院大门及左右门房是
1965年改建的。三是烈士公墓。位于三民
主义烈士祠南，是一片宽阔地带，每墓间隙
2米，纵横成行，墓前有各式墓碑及树木等，

庄严肃穆。四是民生公墓。官兵眷属公葬
地，在烈士墓地东南部，中间有界石相隔。
冯玉祥将军特别体恤百姓，穷苦百姓亡故
无处入葬的也可以在此入葬，所以当时百
姓多把这里称为“老冯义地”。

冯玉祥对陵园处处是关心备至，他还说：
“我死后也埋在这里，与我的将士们在九泉之
下相会。”冯玉祥离开河南，在南京政府任职
时，仍未忘怀埋葬在这里的上千名英烈。1936
年清明节，偕同旧日一起北伐的将领专程来
郑，为诸烈士敬献花圈，扫墓致祭。在《祭北伐
阵亡将士郑州公墓文》中，冯玉祥沉痛地说：

“北伐成功，国民同庆；独伤诸君，牺牲生命！
为国效死，死重泰山。浩气长存，不可泯灭；袍
泽之情，收君之骨。褒扬功德，建塔树碑；传之
史乘，不朽永垂！”之后，冯玉祥还多次派代表
来郑向烈士致祭，并探问陵园管理情况。

冯玉祥在郑州还留下一句话，一棵
树。一句话是：“老冯来郑州，满城绿油
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一棵槐树
是冯玉祥亲栽，现在“花园”酒店楼下。

一分钱能干啥？面值一分钱的邮票
作用有多大？都说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
市，那么从全国各地运到郑州的货物是怎
样到达收货人的手里，收货人又是怎样知
道的呢？明信片就是一种通知方式，贴着
面值 1 分邮票的到货通知明信片就起着

“通风报信”的作用。
郑州老东站货场位于东郊二里岗。

我们家从上世纪 50 年代建站时就在那里
住，目睹了郑州东站的初始和辉煌。国家
在这里建设起全国特等货运站，从此郑州
东站担负起全国零担货物中转和建设新郑
州，振兴中原经济的角色。有“中原大货
都”，“万货公司”之称。我是上世纪70年代
末调入该站货运营业厅工作的，主要负责
办理到货通知、复催、换票工作。每天有上
千批从全国各地运往郑州的货物，数十批
的国际联运物资到达郑州。对于国家重点
厂矿、大中型企业物资设备，以及兴修水

利、支农物资，军用物资，鲜活急运物资等
与货主特别约定通知办法，标有电话号码
需要进行电话通知，其他的都要逐批填写
到货通知（明信片），并贴上邮票，通过邮局
寄发到收货人手里。

当时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花花绿绿、1
分 2 分的邮票时，我惊呆了。这么小面
值的邮票，能干啥呀？我的老师说:“小小
邮票作用可大了，这些明信片本市的要
贴 1 分，外地的贴 2 分就可以了。”我每天
要写少则 200 多张，多则四五百张明信
片，并贴上邮票送到二里岗邮局。这些
贴着 1 分、2 分邮票的明信片，承载着铁路
工人的重托和收货人的希望，像几百只
白色的信鸽一样，飞向郑州或中原地带
的千家万户，通知他们尽快取货。那个
年代，提倡节约每个铜板的精神，对于每
天下午 5 点钟以后无法进行电话通知的
到达货物，我填写了明信片，针对那些地

址熟悉的，我们班组的同志利用下班回
家路过的机会，能捎带送的，就亲自登门
服务，每天差不多能送几十批，不仅为国
家节约几毛钱，更重要的是能让货主早
一天取货，加大仓库周转利用率。这样
时间一长，我们个个都变成了“郑州通”，

“活地图”，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
那些到货 3 天以后还不来领取的货主，我
们坚持复催，还要通知发货人。

在上世纪经济大潮中，我们班组始终
坚持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工作作风，顺
应大潮服务郑州，涌现出一批“热心姐”

“微笑姐”“细心姐”“精明姐”服务明星。
在减少货主排队，防止货物冒领工作细节
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全国先进质量
管理小组”的称号。

如今我退休了，看着郑州翻天覆地的
变化，作为铁路老“到达人”，想想当年忘
我的工作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我和晚报有缘
□袁臣广（原郑州轴承厂厂长）

我和晚报有缘，可以追溯到上世
纪 50 年代。1956 年我在高庙读高
小，学校位于丘陵地区，每天都要翻
一道大沟，路也是羊肠小道，弯弯曲
曲，高高低低，要走七八里山路才能
到校。距离学校不远的李园河村建
了一座小型水电站。水电站坐落在
小山村，发电那天，十里八村的老百
姓蜂拥着前去参观，场面十分壮观。
郑州晚报派了记者去采访，在晚报上
发表了文章和图片。没过几天，我们
班上陈喜才同学，因为家住在李园河
村，谈起水电站绘声绘色，从口袋里
掏出十多张他的寸照给我们看，说：

“这是郑州晚报记者给照的，不要
钱！”大家争相传看，都很羡慕。后来
才知道是晚报记者沙莎给他照的。

到了60年代，我和郑州许多在
校学生一样，满怀豪情，应征入伍，到
西北边陲当兵。部队是保密单位，眼
前是茫茫戈壁，风起黄沙铺天盖地，
对面看不见人，条件艰苦，生活单调，
十分想家。就用微薄的津贴订了一
份郑州晚报，虽然报纸辗转到部队会
晚几天，但能经常看到家乡的消息，
也是一种慰藉，感到亲切和温暖。慢
慢的，自己也利用闲暇时间学着写稿
子，给郑州晚报投稿。有一次，一篇
小文章竟在郑州晚报副刊上发表了，
晚报上清清楚楚印着我的名字，那种
欣喜、激动、高兴啊，无以言表。

“文革”结束，晚报复刊，我仍是晚
报的忠实读者。此时的我，复员回到
郑州，在工厂工作，还成了郑州晚报的
义务通讯员，参加过晚报的培训班。
平时多留心身边的人和事，勤学习，多
练笔，写稿子投给晚报。这些文章有
新闻报道、言论、随笔、小说等。其中
1981年在晚报上发表的小小说《错过
一个好机会》受到好评，被评为郑州晚
报当年的优秀小说，获得一等奖。

改版后的郑州晚报，内容丰富，编
排新颖，紧跟时代，每天送报到家，厚
厚的一大摞，好事喜事连连，令人目不
暇接。郑州作为八大古都之一，晚报
如果能辟出专栏，把郑州的古都元素、
历史典故、文艺作品加以宣传挖掘，那
必然锦上添花，更显晚报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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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邮票所想到的
□李淑慧（郑州东站退休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