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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城市守望城市··

毛泽东电贺郑州解放的手稿

回望来路 纪念是为了更好发展

在郑州解放前夕，郑州日报社已
经进入筹建期，1949年 7月 1日，《郑
州日报》正式创刊出版。为了庆祝郑
州解放一周年，当年10月23日，本报
发表社论《新郑州颂》，整期报纸以报
道郑州解放一周年内的变化为主，全
面展示了郑州的新面貌。

一个全新的郑州，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一年时间内，发生了很多变化，
市民建设新郑州的热情高涨，新郑
州百废待兴。本报对新中国成立

后一周年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全
面总结，对新郑州未来的发展进行
了展望。

本报的社论《新郑州颂》铿锵有
力，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也表明了
《郑州日报》全体同仁将与郑州人民
一起为郑州发展出谋划策，贡献一
分力量。报道不惜版面对郑州的政
治、工业、农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
行报道，鼓舞了人们建设新郑州的
士气。

10月22日
这一天镌刻在
城市里程碑上

1948年 5至 7月,毛泽东主席指
出：中原局在诸战役中，要把郑州战
役放在最后打，避免打下来，又被敌
人占领，未来夺取郑州的同时务必设
法保住黄河大铁桥不被破坏。朱德
总司令指出：解放中原就等于解放了
全中国，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

1948年 9月 16日至 24日，济南
战役打响，控制平汉、陇海两大铁路
枢纽的郑州守敌比较弱。为使中原
与华北两解放区连成一片，郑州战役
时机成熟。

1948年 10月 21日晚，中原野战
军各路攻城部队逐步完成了对郑州
的四面包围。10月 22日，郑州战役
大获全胜，总计歼敌 11000余人，郑
州宣告解放。

郑州这座位居全国重要交通枢
纽的中原名城，浴火重生，回到了人
民手中。解放军入城，受到郑州市民
的夹道欢迎。

10月 23日，中共中央电贺郑州
解放，全文说：“刘伯承、邓小平诸同
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济
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
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
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电
祝贺。”

新生城市1岁生日
社论《新郑州颂》铿锵发声

郑州解放对于郑州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对于郑州解放的报道，本
报一直都非常重视，从一周年开始
到 10周年、40周年、45周年、50周
年、55周年及 60周年、65周年纪念
日都进行了策划，并进行全面报
道，让更多的市民了解郑州解放的
历程。

“吃水不忘挖井人”，郑州今天
的发展离不开那些曾为郑州解放抛
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2000年，
为铭记为郑州解放做出贡献的英雄
们，本报策划发起了寻找解放郑州

功臣活动，历时半年有余。“在战火
纷飞的 52年前，郑州宣告解放，在
硝烟尽散的 52年后，那些曾经为郑
州重回人民手中而拼杀的功臣们，
你们在哪里”，犹如吹响了一道集结
号，100多位曾经参加过解放郑州
战役的老功臣纷纷赶来，共同在烈
士陵园，深切悼念长眠地下的战友。

如今，建设新郑州的步伐越来越
快，旧貌换新颜，市民的生活质量越
来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这份报
纸会继续铭记历史，携手全市人民共
同展望美好未来。

让市民铭记历史
精心策划报道解放纪念日

1948年10月22日，郑
州宣告解放。

这座位居全国重要交通
枢纽的中原名城，浴火重
生，回到了人民手中。解放
军入城，受到郑州市民的夹
道欢迎。

这一天，郑州人民永远
铭记，郑报人也始终铭记。
郑州的建设发展由此开始。
70年，郑州沧海变桑田。70
年，当年的梦想正在实现。
70 年后，郑州发展日新月
异，已成为全国“米”字形高
铁网的中心，国家中心城市
正在崛起！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译博

1948年10月22日，郑州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