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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
越自卫反击战。他主持修建了二七
塔、邙山提灌站、西流湖等，这些惠及
后世的标志性建筑和设施，不少至今
还在发挥着作用。

他就是当年知青最熟悉的将军，
上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主政郑
州的王辉。

100天重建二七塔

1967 年春天，按照中央的安排，
王辉从援越抗美前线回国，先后在湖
南衡阳修整、在平顶山煤矿恢复生产

秩序，之后，王辉被调任郑州警备区当副司令，没过
多久，当上了郑州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1971 年，二七广场上原来的木塔被大雨冲塌。
为了修复二七塔，王辉自己悄悄地设计了好多草图，
但不够专业。后来有人提议请林乐义。林乐义毕业
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系，担任过建设部建筑设
计院总建筑师。当时，他正在荥阳改造，王辉专门去
把他请了回来，给了一间房子，让他设计图纸。后修
改成在塔顶竖一根旗杆，顶上再安一个玻璃五角星。

1971 年 7 月，二七塔开工建设，市第一建筑公司
和第二建筑公司的 200 名建筑工人参与了施工。王
辉给他们下了命令：“100 天拿下工程，还要确保质
量。”为了解决塔上琉璃瓦、塔钟、电梯这些“技术活
儿”，王辉把郑州窑场、钟表厂、工程机械厂的负责人
都找来，让他们出主意。工程机械厂用土制电梯把
上下的问题解决了，并派人到上海，学会了楼层停启
控制技术。玻璃的五角星是郑州一个小玻璃瓶厂生
产的，他们没有压板机，是用手工把大玻璃瓶子锯
开，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创办郊区知青农场

上世纪70年代初，郑州市3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
要下放，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下放到信阳、南阳、驻马
店、周口，最多只有一半能返城。为了解决这些学生家
长的后顾之忧，王辉提出在郑州郊区办 10 个知青农
场，一个农场安排 3000 人，这 3 万人就能全部消化掉
了。可是申报的时候，省里不同意，市里也有人反对。
王辉说，这些孩子太小，郑州郊区有地，他们到了那里
照样参加劳动，还可以带郊区农民学文化。另外，把每
个学生补助的200块钱加起来，就能办工厂，这样市里
的大工厂需要工人，马上就能提供。

就这样，10 个郊区农场办了起来。在当年的上
山下乡运动中，北京、上海、天津等一些大城市的学
生都被送到了边疆组建建设兵团，中小城市的学生
也在偏远的农村插队落户，但是郑州的数万初中和
高中毕业生，却在王辉兴办的郊区农场里安定下来，
并且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创办了玉雕厂、拖拉机配件
厂、鞋厂、烧碱厂、玻璃厂等。

4天修好西流湖大坝

郑州解放初期，人口少，没什么工业，到了 1971
年，郑州人口增加到了80多万人，工业也在发展，但还
没有水库，用的是从密县流下来的水，还有地下水。后
来上游修建了小水库，把水拦了起来，这样郑州就缺水
了，用水紧张的时候大概只够用一个星期的。

怎样解决用水问题？王辉带着郊区革委会主
任、区委书记杜德新一起去考察。杜德新说郑州要
解决用水问题，需要分两步走：一个是解决临时用
水，从花园口抽水站，经过祭城；一个是建提灌站解
决长期用水。

王辉采纳了这个提议。说干就干，沿途承包，军
队出动，一个星期就把三个提灌站修了起来。都是
一到两米高的大坝。其中，修西流湖大坝只用了 4
天时间，是调动郑州纺织系统 10 个厂数万人、昼夜
不停修建的。就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吃水问
题解决了，使水的流量达到每秒钟两立方米，满足了
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

两年修建邙山提灌站

在邙山头上修建提灌站，也是王辉主持下完成
的。工程预算 1000 万元，省里只拨 200 万元。王辉
想到了“民办公助”的办法，动员老百姓修渠，每天补
助 5 毛钱饭钱，最多时候一天上到 8 万人，三班倒，人
停工不停。用了两年零几个月，花了 800 万元，建成
了邙山提灌站。为了节约，当时的水泵、电动机，都
是派人去武汉、上海和沈阳学技术，回来自己研制成
功的。铺设的铸铁管道，是水利部部长支援的。

在郑州的十余年间，王辉还主导修建了尖岗水
库、在花园口搞出了水浇田，种出了郑州大米、发展
了街道工业，甚至还动用了工程兵修建金水河。后
因王辉被批斗，金水河没有彻底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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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城当棋盘

宋 致 和 1915 年 6 月 29 日 出 生 于 河 北
省 唐 县 宋 高 和 村 。1948 年 10 月 22 日，郑
州 解 放，组 织 上 找 宋 致 和 谈 话，让 宋 致 和
到郑州当市长，那年宋致和 33 岁。

宋致和在郑州当了 8年市长。战后的郑
州是一个烂摊子，宋致和在这里改造城市、
治理风沙、发展工业，将解放初满目疮痍的
郑州建成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刚 解 放 时，有 一 个 说 法 叫“ 收 拾 国 民
党留下的烂摊子”。战争的确将郑州这座
城市破坏得满目疮痍，城市内外道路横七
竖八坑坑洼洼。宋致和好下象棋，怎么看

郑州都像个棋盘，但是没有大路、直路，街不街巷不巷
的，那就收拾一下棋盘吧，先改造长春路，在京汉铁路罢
工工人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二七广场，将长春路改名二七
路，这是 1950 年动工的，同年整修几条商业街，如大同
路、德化街、正兴街、福寿街、一马路、二马路、东三马路
等。这几条商业街，战前非常繁荣，是它们支撑起郑州
的百年商业。

治理风沙城

郑 州 风 沙 大 ，解 放 前 有 家 报 纸 就 叫《风 沙 晚 报》。
街道上没树，很荒凉，没生气。风大的时候，漫天的黄
沙刮得人睁不开眼。共产党接管了这座城市，那就应
当给老百姓一个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宋致和当时提出
个口号，叫种树治沙。1951 年以政府名义下发文件，号
召全民种树，人均两棵，保种保活。

要 种 什 么 树，心 里 没 底，手 里 又 没 钱，只 能 选 些 便
宜的树，比如刺槐、柳树、杨树。先在德化街、二七路、
太康路等街道上栽种。树便宜，好活，可是树形、材质
不好，宋致和就让副市长史隆甫琢磨一下，究竟应该种
什么树。史隆甫原来是在法国学建筑的，有一次他在
郑州市园艺场一带发现了几棵高大的法桐，突然就来
劲了，兴奋地找宋致和汇报。法桐树形好、生长快、树
荫也大，这种树春天发芽又早又快，几天就长起来了，
而且秋天落叶也快，十来天工夫就落完了，便于清扫。
于是宋致和拍板，在郑州种法桐树。

重 点 治 沙 也 是 在 1951 年 春 天 开 始 的 。 治 沙，先 消
灭城东南、东北方向的沙源。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之后，
遗 留 了 5000 多 公 顷 沙 荒、4000 多 个 流 动 沙 丘，冲 击 出
的 水 潭 就 使 66.67 多 公 顷 良 田 变 成 黄 沙 地 。 当 时 的 柳
林村、沙门村是郑州的风沙之源。三年的工夫，机关、
学校、市民都是义务劳动治理了这片茫茫的沙域之地。

到 了 1953 年 ，郑 州 市 栽 种 的 法 桐 已 经 形 成 规 模 。
1954 年，河南省省会从开封搬迁到了郑州。市里又配
合这次搬迁，发出了通知，再次种树。第二年，市政府
一下组织了一两万人种树，在很短的时间内种植法桐
200 多万棵。

1959 年 12 月，全国绿化工作会议在无锡召开，郑州
市被评为绿化先进单位，昔日的风沙城，变成了绿城。

建设工业城

郑 州 长 时 期 以 来 是 一 个 半 农 半 商 的 县 城，商 业 在
战前繁荣过，工业不行。解放前除了豫丰砂厂，几家铁
工厂，铁路机械厂，沾不上工业。共产党进城之后，要
搞建设，重点抓工业。

1948 年 11 月 20 日，宋致和与前市委书记赵武成（后
来是天津市委书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外埠工
业 内 迁 。 那 时 郑 州 解 放 不 到 一 个 月 ，人 口 不 足 10 万
人。搞工业要有人，内迁工业，引进人才，搞一次移民。

报告中提到了郑州内迁的六个重点工业。
第一是纺纱染织厂、发电厂（当时无锡新毅纱厂已

迁来），第二是建筑公司（上海迁来一大建筑公司，即后
来的省五建公司），第三是打蛋厂、造纸厂，第四是卷烟
厂（当年年底上海华菲烟厂迁郑），第五是面粉厂，第六
是 火 柴 厂 、榨 油 厂 及 其 他 。 这 期 间 ，郑 州 市 区 扩 大 为
11.5 平方公里，周围达 30~35 平方公里，外地迁郑人口有
三四万人，城市总人口接近 16 万人。

1953 年，国家将郑州定为河南省唯一“ 重点建设城
市 ”（1954 年 洛 阳 市 入 围），1954 年 省 会 由 开 封 迁 到 郑
州。郑州的大建设真正开始了，重、轻、化、纺一起上，国
家投入巨大资金……仅这几个占地面积就是老城区的
1.2 倍，等于又建了一个郑州。郑州有了“纺织城”之称。

伴随省会迁郑，1956 年至 1959 年这三年间，郑大、
农 学 院 、河 医 、郑 州 工 学 院 、省 中 医 学 院 以 及 纺 织 学
校、电力学校、商业专科学校、师范、幼师、机械制造学
校、省市技工学校等近百所大中专院校由外地迁郑或
在郑建成。

文化体育设施如省体育场、风雨球场、河南饭店、郑
州饭店、百货大楼、河南人民剧院、省工人文化宫、中原
电影院等相继建成。1954 年，郑州开始有了公共汽车，
同年建成柿园水厂。1959 年，郑州城区面积已达 50 平
方公里，人口 50 多万。

郑州这才像个城市、像个省会了，也才真正扮演了
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郑创
办 了 第 一 所 综 合 性 大 学 —— 郑 州 大
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为 郑 州 发 展 史 写 下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 该校首任校长便是当代著名的教
育家、史学家、哲学家——嵇文甫。

自古英雄出少年

据相关资料记载：1895 年 12 月，嵇
文 甫（原 名 嵇 明）出 生 于 河 南 省 汲 县

（今卫辉市）城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
他 6 岁时入私塾读书，天赋甚佳，记性

极好，一篇文章常常只读一两遍就能大段背诵下
来。嵇文甫有一个习惯：平日读书到了废寝忘食
的地步，但到考试前别人开始“临阵磨枪”时，他却
丢开书本大睡三日，而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10 年，嵇文甫入卫辉中学。当时正值辛亥
革命前夜，革命思想在全国迅速传播。卫辉中学
是革命思想在豫北传播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
嵇文甫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最初沐浴。

1913年夏，嵇文甫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
科。上学时，他在北京大学附近的简易饭棚吃最
廉价的饭菜，仍然难以为继。不久，便被迫辍学回
汲县了。

回到汲县，嵇文甫在小学教英文，还教国文、历
史。这段教学生活对他日后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他
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当时天真纯朴的儿童曾
引起我的热爱，从而，我对于教书这一事，也就产生
了浓厚兴趣，这对于我后来数十年一直从事教育事
业是很有关系的。”

1915年，在积累微薄收入后，他又赴京考上了
北京大学。他的同班同学虽仅有一二十人，但其
中就有冯友兰、陈仲凡等著名人物。由于嵇文甫
基础较好，学业优异，受到多位教授器重。1926
年，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回国
后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河南
大学等院校。

桃李芬芳满天下

新中国成立后，嵇文甫历任河南省副省长，中
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委员，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校长等职务。

日前，记者在郑州大学档案馆查阅到 1986 年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嵇文甫传略》一
书。据该书记载：1956 年 9 月，嵇文甫调郑州大学
任首任校长。那时，学校刚刚成立，一切都是白手
起家。他积极聘请教师，深入课堂，参加教学研
究，了解学生学习及思想情况，采取多种措施改善
教学条件，使这所综合性大学渐入正轨。当时，很
多课程找不到人来讲授，他就主动走上讲台为师生
讲授《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
主义哲学》等课程，坚持在教学园地精心育苗。他
讲课不用讲稿，经常娓娓道来。他常对人说，尽管
准备的内容很充分，倘若照稿一念，就显得枯燥无
味了。若是改用自己的话来讲，那就使人听了亲切
而又印象深刻。

他讲课从不用罗列式讲法，总是喜欢用大量
史实为例来讲解，围绕一个中心来分析综合，像银
线串珠，融会贯通。遇到关键处，常常用一两句警
句，点明要旨，使人豁然开朗。

为 使 青 年 了 解 祖 国 丰 富 的 思 想 文 化 遗 产，
1958 年，他还专门编写了《春秋战国思想史话》。
春秋战国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怎样用生动鲜活的现代语言把这些古老的思想
表现出来？他经过一再斟酌，创新写法，提纲挈
领地抓住主要论点，进行透彻深入讲解，使青年
们看后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和各学派主要内
容了然于胸。

1960 年至 1963 年，嵇文甫累计撰写了 76 篇论
文。他对人说，决心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拟定的
全部著书计划，但正在他朝这个目标全力奋进时，
却不幸于 1963 年 10 月 10 日因突发脑溢血在郑州
与世长辞。

嵇文甫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建设
我国新史学的少数几位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在
中国哲学史及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尤其具有卓越
贡献。他在教育战线更是精心育人，学风传四海，
被誉为“学界巨子、教师楷模”。

嵇文甫逝世后，唁电、唁函从全国各地纷纷传
来。 省委、省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数千人为他送行。在史无前例的动乱岁月里，已
长眠地下三年的嵇文甫竟受到污蔑和诋毁，他的
坟墓被破坏平掉。一些著作和手稿也被查抄甚至
付之一炬。粉碎“四人帮”后，嵇文甫得以平反昭
雪，恢复名誉。他的骨灰被重新安放到了郑州烈
士陵园，墓碑四周碧草遍地，松柏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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