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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竞昳李丽君 马健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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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罗德远老先生，今年78岁，祖籍南阳

唐河县，是郑州市建委的一名退休干部。
自从1958年来到郑州，他就与郑州结下了
不解之缘，扎根郑州、服务郑州、建设郑州、
美化郑州。

1958年，17岁的罗德远来到郑州当工人。“1958年的郑州很一般，
当时比较繁华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解放路二七广场，另一处是碧沙岗，
所谓的繁华也就是人比较多。”罗德远说，当时的交通只有公交，车也不
多，自行车都很少，有自行车的就算是富裕家庭了。“交通非常不方便，人
们晚上一般很少出去，除了主干道，一般的街道晚上都没有路灯。”

罗德远说，那时的道路也不多，文化宫路往西就没有路了，建设路
桐柏路两侧由煤渣铺了一点儿路。从西郊到市区只有一条通道，从建
设路河医立交桥到金水路，其他路都通不到市里去。“那时我住朱屯，
到碧沙岗也就 2公里，但是当时我们就过不来，因为中间有国棉一厂、
三厂、四厂、六厂，棉纺厂后面有一个排水沟，断面大概有五六米，上面
没有桥，我们只能绕道桐柏路，然后从桐柏路到建设路再到碧沙岗。”

1959年，罗德远报名参军，暂时离开了郑州。1983年 1月，他回到
郑州。“我回来一看，郑州变化不是一般得大。中原路往西一直打通到
伏牛路，新形成了德化步行街商圈和百货大楼商圈，亚细亚全国有名，
那景象是真繁荣。”

转业后，罗德远到了建委工作，从此开启了他服务郑州、建设郑州的
新生活。当时黄河路与京广路不通，为了实现路通，专门建了二环道，很
简易，就是在铁路桥下挖了一个涵洞。

二环通了，各大商圈也越来越繁华，吸引来各地的客商，郑州的经
济基础也比以前雄厚了，城市的规划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就计划
开始修三环，1992年西三环在化工路剪彩，1994年北三环在南阳路清
华园附近剪彩，三环修成以后，对郑州的交通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三环建成后，郑州的城市框架拉大，经济也快速发展。2000年以
后，郑州进入快速发展期，大规模实施道路建设，城市发展一年一个
样。 城市框架不断拉大，经济越来越繁荣，渐渐地，人们的出行方式已
由原来的步行、自行车转向了汽车，为了满足城市人们的出行需要，我
市又开始计划修高架桥。2009年修京沙快速路，打通南北通道，随后
陇海快速路、农业路高架的建成，大大缓解了日益拥堵的交通压力。

“郑州现在的发展，非常令人满意。我们这些从过去走过来的人，
见证过郑州过去的面貌，再看到郑州现在的发展模样，南北通、东西
畅，高楼大厦林立，地下有地铁，地上有高铁，空中有航空港，要为郑州
点赞。”罗德远说，退休后他经常走出家门儿，到郑州的城外去看，不仅
交通方便，建设得像花园一样，特别美。

罗德远说，作为曾经建设郑州的建设者，看到郑州今天的成就他
特别高兴，人都有一个向往，希望给后人留下点儿什么，留人们能看得
见摸得着的东西最好。城市建设就是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
为能成为郑州的市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骄傲。现在郑州正在高质量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相信郑州会建设得越来越好。”

他们穿越超过一个甲子的年华，见过风雨如晦，走过四季轮回，迎来盛世如斯。他们，或
来自他乡，或生长于斯，但都把建设这座城市视为己任，奉献于此，与这座城市心手相牵，血
脉相连。岁月雕刻着老者的面容，也见证着城市的发展。他们书写了郑州的历史，郑州铭刻
着他们的名字。

人物名片：
“1949年10月27日，我出生在郑州一个铁路

工人家庭，从小在铁路边长大……这些年，四通八
达的铁路网将祖国各地连成一片。我相信我们的
铁路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国庆节前夕，即将迈
入古稀之年的郑州铁路局原局长徐宜发一纸信笺
为祖国母亲庆生。

逐梦启航，他亲历了4大机车时代，6次铁路大提速。
郑州，中国铁路网络的中心，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

市”，也注定了徐宜发与铁路的不解之缘，“开火车”就像一
粒梦想的种子，在徐宜发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1966
年盛夏，怀揣着“开火车”的梦想，徐宜发考入郑州铁路机
车司机学校（现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蒸汽机车专业。

1968年，学成毕业的徐宜发被分配到武汉江岸机务
段做司炉。司炉，不单单是往炉子里投煤，还有润煤、挖
煤、清炉、捅灰等一系列辅助劳动，做司炉，徐宜发一干就
是六年，天天一身汗一身灰，没叫过一声苦。

26岁，徐宜发如愿登上火车司机“宝座”，先后驾驶过
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直到 1978年，一纸命令将他调离了
司机岗位。“领导干部不能不懂业务。”开始从事铁路运输
管理工作的徐宜发始终没有离开火车头，他考取了电力机
车驾驶证，外出检查工作时，常在机车上开上一段，了解掌
握新技术。2007年，他驾驶“和谐号”在京广线跑出了既
有线的最高时速254公里；十年后，“复兴号”投入运营，时
速达350公里，从电视画面里看到“复兴号”飞一般地奔向
远方，徐宜发无比自豪。

退而不休，为铁路事业发展“鼓与呼”，笔耕不辍。
武汉江岸机务段司炉，郑州机务段副司炉、副司机、司

机，郑州机务处干事，郑州铁路分局政治部办公室秘书，郑
州机务段党委书记、段长，郑州铁路局纪委副书记，郑州铁
路分局副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老铁路”
徐宜发不仅对中国铁路发展史有着深刻的了解，更有着深
厚的感情。

几十年来，热爱写作的他笔耕不辍，不断将自己的所
历所感记录下来，用文章书写着郑州铁路局的历史，书写
着人民铁路的历史，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我心永恒》《我的
太阳》《我书我心》《我行我咏》《我述悟声》《我行我诉》等，
每一本书都与铁路有关，并在《散文选刊》《鸭绿江》《中国
铁路文艺》《工人日报》《人民铁道》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
表作品100多万字。

未来三年，郑州将全面建成“米”字形高铁网络，坐高
铁、写高铁更成了徐宜发这个“老铁路人”生活中的一种享
受。而除了为中国铁路事业大发展树碑立传，徐宜发还经
常回母校、赴省内外各大高校为学生开讲座，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引导青年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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