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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解放郑州的人民解放军首长，邓小平有相当长的时间征战在河南，在中原大地度过了
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军事生涯。新中国成立后，他十分关注郑州的建设和发展，多次亲临郑州，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视
察工作，亲自指导河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深入基层、指导工作中，他最为关注河南人民早日脱贫的问题，希
望河南早日实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步入小康社会。他的丰功伟绩与风范，深深铭刻在河南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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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2 月——邓小平到郑州视察的时间，
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与邓小平接触过的人心
目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今年 93 岁的原郑州市委秘书长苗青回忆，
1948年郑州解放前夕，刘伯承、邓小平等几位领导
分别给大家讲话，对解放郑州战役进行部署和安
排，“小平同志个子不高，人很精神！”

当时在郑州市委办公厅工作的朱恪礼回
忆说，1960 年，他在办公厅曾接到一个电话，
是 中 共 中 央 西 南 局 打 来 的 ，告 诉 他“ 邓 政 委
（邓小平曾任西南局政委）要来郑州了”，考虑

到事件的重要性，朱恪礼又将电话反馈给了
河南省委。

著名摄影家、时任河南日报记者魏德忠曾多
次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拍照。今年 80 岁的魏老回忆，1960 年正是国家
困难时期，邓小平来郑视察时，尤其关注广大群
众的吃、穿等生活生产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在老
鸦陈视察时，专门去看食堂，看群众吃什么。”魏
老告诉记者，邓小平同志视察非常细致、认真。
在性格上，他觉得“邓小平是个性情中人，敢于直
言，比较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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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2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来到郑州，
先后视察了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国棉四厂、
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北郊人民公社、黄河花
园口。同年，邓小平再次到河南视察，并在郑
州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

1980年，农村改革大潮在中原大地涌动。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主
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于7月22日乘坐专
列来到郑州。一路上，邓小平最为关注的话题
就是如何使中国农村尽快达到小康水平。23
日清晨 6时，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沿着铁路专
用线缓缓驶入郑州市区北面一个绿树环绕、环
境幽静的大院，这里就是省委第三招待所（即
黄河迎宾馆）。在省委第三招待所，邓小平接
见了省委常委，听取了段君毅、胡立教、刘杰等
同志对河南工作的简略汇报后，又做了重要指
示；23日上午，邓小平一行来到黄河花园口，仔
细观察了黄河主流的流量，询问了黄河泥沙的
情况和防治泥沙淤积的措施。

1986 年 9 月，经过近两年建设，郑州黄河
公路大桥建成通车，邓小平为黄河公路大桥题
写了桥名。

解放郑州战役打响前，邓小平曾这样形容它的重要：大战
即将开始，郑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保障黄河铁桥的
安全，保障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把各种物资及时运往前方。

1960年2月在郑州管城区视察时，邓小平边看边询问工
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问题。了解郑州解放后，市民生活状况
和无业人员安置情况后说：“我们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
国，人民翻了身，这仅仅是第一步，现在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尽
快地富起来，要多想富起来的办法。我国人多地广，不能光
靠国家，你们下边要多想想办法。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寻求
如何发展经济的办法，尤其是城市。”

在视察中邓小平同志非常注意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
进步。当他看到红旗人民公社电机厂自己生产的电机放在
厂房门口时高兴地说：“不简单，真不简单!过去这是外国人
搞的，现在我们这样的小厂也可以搞。”邓小平同志到郑州纺
织机械厂参观了厂里自己发明制造的洗碗机、切菜机、饺子
机、面条机、馒头机后，很高兴，并赞赏和鼓励他们在机械化
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在北郊人民公社，邓小平同志参观了公社农具展览室
后，又参观了公社的土铁路、运输列车和拖拉机站。在参观
中，看到了生产发展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生产水平还很
低。当他看到红旗人民公社的化工厂生产硝的工艺流程、设
备还很落后，近似手工作坊，技术人员的水平低时，关切地告
诉他们：“要请专家来，要派人去学习先进技术……不能让它
永远土下去。”

邓小平还谆谆教导基层工作的同志，要注意工作作风，
关心群众的生活。在视察管城区红旗人民公社和北郊人民公
社时，邓小平同志还询问了公社的公共食堂问题，了解群众
是否自愿参加食堂，有没有不参加的情况。得知经过动员，

“大部分人愿意参加，有 30％的人不愿参加”。邓小平说：“社
员到食堂吃饭要靠自愿，如果过一段时间人家认为我们办得
不好，要允许人家退出，如果办得好，赶也赶不走。”

看到公社新建设的厂房和办公大楼，邓小平就问这些建
筑材料和资金哪里来的？公社的同志说，贷了部分款，木料、
砖瓦都是从群众那里筹集的。小平同志听了后立即说：“要
记清账，不要记糊涂账，到一定时候要还给群众，不能让群众
吃亏。”他还告诉公社的同志说，搞生产，做计划，要考虑群众
的意见，要符合当地的实际。积累和分配问题要妥善解决，
既要不断扩大再生产，又要安排好群众生活。在视察中，他
还要求公社的干部要有好的作风，轮流到大食堂吃饭，去体
验生活，要关心群众疾苦，不要浮在上面听汇报。

1960年 5月 12日，视察河南的邓小平进一步强调“要认
真做好计划”。他说，提口号、提规划、提要求，要放长远一
点，要有余地，要做十年规划，不能单纯地从一个角度一件事
来看，要全面地联系起来看。

1961年的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重灾区，省委为恢复和
发展生产，开展了整风运动。3月1日，邓小平途经郑州时指
示：战胜困难的关键在于调动积极性，一个是干部的积极性，
一个是群众的积极性。“‘整风整社经济退赔’一定要兑现，这
样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于干部的处理，宁肯不及，不要
过，不要随便戴帽子。要多种蔬菜，多养猪，搞好群众生活。”
在谈到工业生产管理时，邓小平指示，要派干部加强领导，把
原来好的制度恢复起来，制定合理的工资制度、认真搞好奖
励，如井下工作的奖励可以高于井上的。

1980 年 7 月 22 日，农村改革大潮涌动中原。邓小平指
出，农村要发展，要注意两点，“一是政策要正确，群众赞成
联产责任制，政策威力大，有了正确的农村政策，可以调动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科学种田，要抓种子、搞好种子公
司，繁殖良种。”在青年干部选拔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提拔
青年干部，光靠推荐不行，要下去发现人才。

对黄河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7月23日强调：“仍有相当
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还是要搞小
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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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丽慧

1960年2月17日至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邓小平到郑州视察工作，先后视察了
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国棉四厂、管城区红
旗人民公社、北郊人民公社、黄河花园口。

1960年5月12日<<<
邓小平到河南视察，在郑州听取河南省

委工作汇报后，进一步强调“要认真做好计
划”。他说，提口号、提规划、提要求，要放长
远一点，要有余地，要全面地联系起来看。

1980年7月23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

政协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一行来
到黄河花园口，仔细观察了黄河主流的流
量，询问了黄河泥沙的情况和防治泥沙淤
积的措施。

1986年9月<<<
郑州黄河公路大桥于1986年9月提前建

成通车，邓小平为黄河公路大桥题写了桥名。

1960年，邓小平在郑州亲切接见豫剧舞台上的“响八县”唐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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