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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将景色入新诗 古城千华竞芬芳

从二七纪念塔从二七纪念塔、、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郑州科技馆郑州科技馆、、中原福塔中原福塔、“、“大玉米大玉米””……到最新完工的奥体中心等……到最新完工的奥体中心等，，一个个地标一个个地标,,

串联起郑州数十年辉煌发展里程串联起郑州数十年辉煌发展里程,,成为外界了解郑州的最好窗口成为外界了解郑州的最好窗口。。几十年来时代不断发展进步几十年来时代不断发展进步，，郑州的地标也郑州的地标也

在刷新在刷新。。新的地标建筑新的地标建筑，，总是更高总是更高、、更靓更靓、、更有人气更有人气，，承载几代郑州人的记忆承载几代郑州人的记忆，，见证郑州的发展见证郑州的发展。。因此因此，，解码一个解码一个

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不妨从地标开始不妨从地标开始。。

家国情怀

与时俱进的新地标

“没到过二七塔，就没到过郑州”。位
于郑州二七广场的二七纪念塔，作为外地
人到郑州打卡的经典建筑，如今在全国仍
有较高名气。

郑州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电力、
邮政电信主枢纽城市，拥有亚洲作业量最
大的货车编组站，也是连接京广、陇海两大
铁路干线的核心十字枢纽，素有“中国铁路
心脏”之称。1923年，郑州爆发了中国现代
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在工人运动史上
写下辉煌的一页。1971年，为纪念京汉铁
路工人大罢工，郑州修建了共 14层、高 63
米的二七大罢工纪念塔。其中塔基座为 3
层塔身为11层，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该建筑是独特的仿古连体双塔，当时
全国建筑少有建塔，多数的塔都是古代建
造的开封铁塔、西安大雁塔等。且是一座
连体双塔，由此成郑州最为知名的地标。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系博士邹跃进说
过，中国塔最初都在城外比较清静的地方，
它进入城市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塔的本意
是佛家的一种纪念性建筑，郑州人用塔来
纪念烈士，富有创意。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塔每层顶角为仿
古挑角飞檐，绿色琉璃瓦覆顶。塔平面为
东西相连的两个五边形，从东西方向看为
单塔，从南北方向看则为双塔。塔顶建有
钟楼，六面直径 2.7 米的大钟。据介绍，整
点会有报时演奏《东方红》乐曲。钟楼上高
矗一枚红五星。目前该塔更名为二七纪念
馆。馆内共有10个塔层层厅和1个地下层
厅，塔内陈列有二七大罢工的各种历史文
物、图片、文字资料。

“最初的二七塔是一座木塔，于1951年
建成，当时的塔并不高。”郑州二七纪念馆相
关负责人介绍。1951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初
期，施工困难可想而知。之后木塔倒地，市
政府为纪念二七精神，决定在原址修建二七
塔，便有了现在的钢筋混凝土纪念馆。

历经数十年的二七塔，经历了多次大
规模整修。比如水泥地面换成了花岗岩地
面，陈旧的外貌加上了精细的外粉刷，还换
上了新式电梯，连塔钟也从机械塔钟变成
了电脑塔钟。与此同时，二七塔下的郑州
也在发展。一名二七塔的讲解员说，1971
年，塔下还是青灰色的砖瓦房，站到塔顶一
眼能看到黄河，郑州大多数的景象尽收眼
底。如今“二七商圈”的高楼大厦几乎把二
七塔淹没了，但流光溢彩的二七塔仍是郑
州夜晚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木质到钢混的二七塔

1978 年我国实行对外改革、
对外开放，跟随时代的脚步，郑
州一路向前发展。1981 年，郑州
涌现出一座约 61.8 米、18 层高的
中原大厦，大厦方形轮廓，简洁
大方，平面为“T”形，正面顶部采
用重檐式屋顶，与郑州火车站对
称相望。1988 年，一座约 114.5
米高的黄和平大厦（后改名为格
林兰大酒店）在郑州火车站广场
附近建起，由此刷新郑州建筑高
度，成老郑州人一度最想去合影
的高楼。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郑州经
济发展良好，其中第二产业渐趋
平稳，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城市到

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此
时，位于郑州中原西路南侧，裕达
国贸又创下河南最高建筑纪录，
这座高45层的酒店，呈双塔形，由
世界著名设计师李祖原设计，这
是他在设计台北 101大楼之前的
力作。

随着城市的发展进步，郑州
的城市气质开始逐步凸显，如河
南博物院、郑州科技馆等。2003
年 1月，曾是一片芦苇丛生的鱼塘
洼地——郑东新区破土动工，发
展为建成区面积超过上百平方公
里、辖区上百万人口、入驻企业上
万家的生态都市，郑东新区概念
规划还荣获中国首个“城市规划

设计杰出奖”。随着城市发展，一
些文化历史积累出的厚重感更多
地留在老城区，郑东新区的崛起使
新一代的地标出现，如千禧广场、
绿地双子塔、CBD商务中心等。

据了解，千玺广场的设计灵
感，源于登封中岳嵩山南麓的嵩
岳寺塔。千年古塔向东80公里便
是 CBD 中央商务区，该中心附近
汇聚了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
渣打银行等一批外资银行在内的
300余家金融机构，还有世界 500
强 65家、中国 500强 93家以及全
国四大交易所之一的郑州商品交
易所，这一个个建筑与时代发展
紧紧相连。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58.4 万 平 方
米，相当于16个航海体育场，可容
纳 6万人的体育场、可容纳 1.6 万
人的体育馆以及可容纳3000人的
游泳馆等，配套商业布置有溜冰
场、全民健身游泳馆、体育理疗及
影院、商业街、美食广场……随着
近日承办全国第十一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闭幕式——
郑州奥林匹克体育场主场馆完成
施工并通过工程验收，自此郑州又
多一个人气地标。

位于郑州西部的奥体中心，于
2016年 11月 1日开工，是自西向
东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奥体中心、

文博艺术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和现
代传媒中心等建设中最早开工、规
模最大的项目。整体设计理念取

“天地之中、黄河天水”之意，采用
“品”字形格局，体育场、体育馆、游
泳馆像黄河中的三座石岛，周围的
环境就像黄河水一般盘旋，整座建
筑方圆中正、坚实厚重，彰显了郑
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不少网友认为，新地标一看
就是高大上，今后打卡拍照又有
好去处了。也有市民疑惑：东区
经过十年的发展，有“大玉米”高
楼、如意湖的风景、会展中心与艺
术中心的繁荣以及高大上的写字

楼，新地标应该是东区还是西区？
其实，郑州十三五城市规划

已经明确郑州主城区的发展战略
是东西均衡发展。正在发展的郑
州西区，定位为综合市民文化中
心，即：东有CBD，西有CCD。

未来喜欢繁华都市生活的市
民，相对更喜欢东区的高大上。
喜欢看博物馆、去体育馆锻炼身
体、逛逛植物园的市民相对更喜
欢西区的休闲。新地标到底在哪
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市民理解
不同。无论是哪个地标，都能触
摸经济飞速发展、城市日新月异、
连通昨天今天明天的郑州。

平地而起的“郑州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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