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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南园区，革命先烈纪
念碑如擎天之柱，广场东侧的
郑州国防园陈列着飞机、坦克
与大炮，1997年建成至今，这
些“钢铁老兵”已成为国防教
育的活教材。2009年落成的

“历史记忆 永远丰碑”浮雕墙
长 36 米、高 3.1 米，以写实手
法再现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
等河南六大革命事件，硝烟中
的冲锋场景仿佛将参观者拉
回波澜壮阔的岁月。

烈士墓区是陵园最肃穆
的所在。138座烈士墓碑中，
88位解放郑州战役牺牲的烈
士安葬于前三排，其中 55 位
无名烈士的墓碑仅刻“烈士之
墓”四字，却重如千钧。吉鸿昌
烈士墓碑上，“恨不抗日死，留

作今日羞”的就义诗镌刻于
石，这位 1934 年牺牲的抗日
名将，1964年迁葬至此，2009
年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四将军碑亭沿轴线排列，
鸿昌亭、雪枫亭、靖宇亭、焕先
亭分别纪念吉鸿昌、彭雪枫、
杨靖宇、吴焕先 4位河南籍爱
国将领。胡耀邦、朱德、邓小平
等领导人的题词刻于汉白玉
碑上，“慷慨赴死 从容就义”

“赤胆忠心 英勇善战”等字
句，既是对英烈的缅怀，更是
对后人的激励。1988年修建
的解放郑州纪念碑亭飞檐斗
拱，碑后碑文记录着 1948 年
郑州解放的辉煌时刻，而2015
年落成的公安英烈纪念墙则

镌刻着 1002 名公安英模的
姓名，延伸的展墙如历史的
臂膀，拥抱每一位驻足缅怀
的后人。

2010年开始建设的北园
区以“红色文化地标”为定位，
150亩的园区内，“民族魂”“英
烈颂”巨型景观石与“郑州”字
样月季花田相映成趣。2014
年开放的中原英烈纪念馆是
北园区的核心，9000平方米的
展馆设 10 个展厅，通过多媒
体、场景复原等手段重现河南
革命史。序厅 12根浮雕柱记
录着1919年至1949年的重大
事件，主题雕塑《走向胜利从
这里开始》中，两位战士迎着
红日冲锋的造型，象征着革命
精神的代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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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烈士陵园：

城市脊梁上的红色印记
在郑州西南角的丹青路11号，一片27.83万平方米

的肃穆之地静静矗立。这里长眠着为民族独立与人民
解放献身的英烈，高耸的纪念碑刺破苍穹，苍翠的松柏
守护忠魂。作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郑
州烈士陵园自1955年建成以来，始终以“褒扬先烈 教
育后人”为宗旨，用凝固的建筑与流动的精神，在城市脊
梁上刻下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郑州烈士陵园的诞
生，与这座城市的革命基
因深度绑定。1948年 10
月郑州战役胜利后，牺牲
在老鸦陈、邙山一带的烈
士就地安葬，1955 年建
园时，散葬的烈士墓被
统一迁入，形成如今的
烈士墓区。这片土地从
此成为承载革命记忆的
圣地，以嵩山为中心的
豫西抗日根据地曾是全
国 19块重要抗日根据地
之一，实现了毛泽东主席

“绾毂中原”的战略构想；
作为“二七精神”发源地，
郑州自古便是交通枢纽
与军事重镇，革命火种在
此燎原。

陵园的建设历程本
身就是一部浓缩的红色
发展史。1979年，27米高
的革命先烈纪念碑落成，
周恩来总理“革命先烈永
垂不朽”的题词镌刻于碑
体正面，顶端五星象征党
的领导，底座万年青图案
寓意烈士精神万古长青；
1995年，陵园被民政部命
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2009 年，成为首批

“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从最初的烈士安葬
地到如今集纪念、教育、
传承于一体的精神殿堂，
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
诉说着“唯有铭记，唯有
前行”的历史哲思。

每年清明，来自各界的社
会团体都会自发前来祭扫，而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
花篮仪式已成为郑州的精神
仪式。在学雷锋纪念日、抗战
胜利纪念日等节点，“烽火印
记——河南抗战史实展”等主
题活动轮番上演，大门口LED
屏与纪念馆大屏循环播放

《吉鸿昌烈士“当官不许发财”》
等教育视频，其中廉政视频被中
纪委网站采用，让红色文化突破
空间限制，触达更广泛的群体。

线上传播矩阵的搭建让陵
园“永不闭馆”。官网、微信公
众号、线上展馆构成数字传播
体系，《烈火初心相映红》等原
创视频成为“云端”思政课的素
材。据统计，陵园年接待参观
祭扫群众50万人次，数字平台
年点击量超百万，红色精神通
过“线下体验+线上传播”的模
式，渗透进城市的精神血脉。

与 72 所学校、单位的结
对共建，让陵园的红色资源

“走出去”。“红领巾讲解员”实
践活动中，少先队员在烈士墓
前讲述英雄故事；“与烈士认
亲”项目里，学校和单位与无
名烈士“结对”，用书信寄托哀
思；“公益暑期班”将革命故事
改编成情景剧，让青少年在体
验中传承。丹青志愿服务队
走进校园、社区、戒毒所，开展

“红色宣讲六进”活动，今年围
绕抗战胜利 80周年制作的巡
展，已在多所学校和社区展
出，让“足不出区”的群众触摸
到历史的温度。

七十年风雨兼程，郑州烈
士陵园已成为集纪念、教育、传
承于一体的精神综合体。这里
先后获得“全国文明优抚事业
单位”“河南省绿化模范单位”
等荣誉，被列为“河南省中小学
研学旅行实践基地”“中共党史
教育基地”。每到秋日，陵园的
银杏林金黄遍地，前来拍照的
市民与肃穆的纪念碑形成奇妙
的和谐——自然景观与人文精

神在此交融，正如龙柏象征的
“革命之火生生不息”，这片土
地上的红色基因，正通过一代
又一代人的传承，融入城市发
展的血脉。

站在中原英烈纪念馆的
主题雕塑前，“走向胜利”的意
象不仅指向历史，更昭示着未
来。当青少年在烈士诗抄碑
林前驻足，当党员干部在纪念
碑下重温誓词，当市民在月季
花田旁感受岁月静好，郑州烈
士陵园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
的定义，成为一座活着的精神
丰碑。它用英烈的故事告诉
每一个来人：所谓城市脊梁，
不仅是高楼大厦的筋骨，更是
精神传承的脉络；所谓红色印
记，不仅是历史书页的文字，
更是照亮未来的火种。在实
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中，这座陵
园始终以沉默而坚定的姿态，
提醒着我们从哪里来，指引着
我们往何处去。
本报记者 赵冬

纪念设施里的红色史诗

历史长河中的精神坐标

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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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先队员参加主题活动 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