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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路办事处地处郑州市老坟岗，昔日此地以达官贵人寻欢作乐嫖赌宿娼而闻名，解放

后经过三十八年的改造与建设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似

春风拂面，政通人和，辖区人民正在四化建设的征途上，奋勇拼搏，开拓前进!盛世修志，

以作记载。《解放路街道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编写街道志是项崭新的工作。在办事处党委直接领导下，在区史志部门的具体指导下，

经过撰志人员的努力，编纂成《解放路街道志》，约11万字。它宏观辖区全貌微观部门简

况，刻记辖区及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历史进程。反映当代风貌，。坚持为人民树碑立传，为“四

化’，谱曲讴歌，是辖区社会主义两大文明建设的缩写与总录。

本。志，，上限为一九四八年，有的方面追溯到明、清；下限至一九八五年。(个别内容

至一九八七年)内容分概述、大事记、老坟岗、机构设置、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

地理、人物诸篇。 。志’’的结构是以概述为纲，以历史大事记为经，以志事、志物、志地、

志人等专志为纬。在层次布局上，首列社会，次列自然，各章以经济为基础，而后排劢i_L
J丢

建筑，并以政治居首，后列文化教声、意识形态⋯⋯。各篇专志下设章、节、目并均采用先分

期后分类办法， 。因地’， 。因事’' “因人’’制宜，最后设附录。体裁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

志、记、图表、传、考、录诸体紧密配合汇于一志，融为一体。所用资料是从文献、采访、

口述、碑记、实物查考几个方面而来。经筛选鉴别力求做到“博观” “约取”不拔高溢美，

不贬低苛求，是非功过寓褒贬于事实记载之中。所有数据，资料经过认真审核而定。

《解放路街道志》初稿在一九八五年十月脱稿的基础上，一九八六年七月又经区志评稿

会议评议，现已成书。

方志的编辑出版，得到许多同志特别是原在办事处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帮助和指导，辖区

公共单位的协助和支持，提供了大量的文史资料，谨致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知识有限，经验不足，误漏和不足之处，诚恳期待读者不吝赐教。

解放路办事处方志编辑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

．3U上日



解放路办·事处编：志委员会

⋯ 主任委员：杨清玉

副主任委员 单国良李 蓬 ．．

委 一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素菊 刘同海 刘国兰

张长富 张遂莲 陈明远

吴瑞民 段建中 郭清香

梁敏 阎振道 崔德龙

t-，赵洪生 赵国栋

撰稿人 吴瑞民 张长富 李 蓬 杨忠勤

校 对 张长富 李 蓬 贾永栓

封面设计． 石 功何 伟

．‘摄 影 张保庆刘玉王争 卜爱梅

地 址 民主路70号



辖区鸣瞰

办事处人f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排左起：协理李篷、副上任单闷照、党委书记杨清土

协理员张长富、陈明远、

后排t起：副手任张遂莲、闶振道、副所长赵洪生、

指导员凝敏

解放路派出所全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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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198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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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解放路办事处位于郑卅I市中心，东起二七路与管城回族区相邻；．西至福寿街、光明胡

同、东陈庄东街与本区铭功路办事处接壤；南起解放路，正兴街与本区德化街办事处，一马

路办事处毗连；北至西太康路与金水区分界。南北长约0．6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面积约

为0．3平方公里。境内地势平缓，有大小街巷30条，主干道有二七路、正兴街、解放路。下辖

民主路、西二街、西一街、二七路、解放路、自由路、光明胡同七个居民委员会，六十八个

居民组。据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辖区总户数2783户、10232人，有汉、回、

满三个民族，其中回族1617人，占总人口16％，．在全区九个办事处排列第一。

，． 清同治年间，辖区大部分为农耕地和荒岗坡，光绪三十二年(一九O六年)后芦汉、汴

洛两铁路相继通车，商贩、传教士接踵而来。四方商贾云集、逐渐形成街衢，遂为各县货物

集散地。商业日益兴隆，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既成闹市。
’‘

现在的解放路原是金水河，河北为迎河街，河南为顺河街，河水由原铭功桥入本辖区向

东，至长春桥折向东北出辖区。因河道年久失修，游积腐朽，故有。顺河街，臭水坑，风吹

臭味满街腥”之谣。顺河街有粮坊、骡马行、浴池、理发以及经营饮食的菜馆店合铺一家挨

着一家。迎河街有面行、煤行、中药铺、铜匠、石匠、铁匠、小楼寺、巴巴墓、卜卦商贩等，

布局紊乱，环境卫生极差。解放后，金水河改道，将顺河街、迎河街和慕霖路并扩建为解放

路。
．

老坟岗地区，民国时期属郑州城厢区九段(西门外)，北伐胜利后隶属长春，德化两镇，一九

四八年十月廿二日郑州解放后，建立新政权，辖区属二区工委会管辖。一九五一年政区调整时，

归属益民街政府。一九五五年，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二区更名为二七区，

原街政府易名为该区益民街办事处。一九五八年，更名为二七区人民公社解放路分社。一九

六一年，改名二七区解放路办事处。

解放后，街道基层政权为派出所，本辖区大部分归第十三派出所管理，派出所驻地为西

二街(现十一服装厂处)。

一九五五年，益民街政府驻地设在益民东街(现塑料原件三厂处)。

一九七O年初，二七区政府机关由民主路迁往苑陵街后，解放路办事处搬入现址民主路

七十号。

辖区有大小公共单位300余个，其中从事商业、服务业的有270个，职工人数近7350人。

设立党支部以上单位的34个。除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旅社、宾馆外，还有医院．银行、

新华书店以及文化馆、影剧院、午厅等娱乐场所。宗教信仰有基督教圣公会、伊斯兰教。并

建有小楼清真寺，解放路北侧有回民古墓。巴巴墓”。

；1‘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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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坟岗解放前为回民义地，坟墓累累，三十年代中期渐有戏院、说书场、茶棚、摊贩及卖

艺者出现，以后兴起的游艺场、妓女院(原瑞祥巷、新春南、北里、杏花里)也集中到此处，烟

花妓女达四百余名，使这里成了达官贵人、商贾闲人寻欢作乐嫖赌宿娼的场所，以及三教九

流餍集的地方。解放后经过整顿、改造、安排就业等使其各得其所。一九七九年老坟岗建成

农贸市场后，进一步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九八五年在原市场的基础上，拓建

1成大型封闭式集贸市场，成为郑州市三大集贸市场(老坟岗、花园路、中原路)之一。

交通便利，商业、服务业集中，文化事业发达是本辖区的显著特点。二七路、解放路、

正兴街是市内的主要交通干道。道路两旁商店林立，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往来旅客络绎不

绝，夜市通宵，风味小吃有“伊府面”、 “陕西合记烩面”、 “四季鲜饺子”等。郑州市第

一座电影院(郑州电影院)和第一座立体影院(太康立体影院)均在辖区内。此外还有现代

设备齐全的大型舞池一一美乐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大的宾馆、旅社有二七宾馆、

南昌旅社、二七旅社、省供销社招待所等，为过往旅客住宿提供了方便。

办事处辖区，不仅以繁华富庶的商业和热情周到的服务接待着国内外宾客，同时是震惊

中外的“二七”大罢工的纪念地。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

乐园召开，遭到军阀吴佩孚、肖耀南的阻挠、镇压，造成了震撼中外的“二七惨案”。一九

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军阀吴佩孚授意部下在五虎庙(现二七宾馆处)内，惨杀了京汉铁路总工

会郑州分会负责人汪胜友和工人代表司文德。为了继承和发扬“二七”光荣传统，永远缅怀

烈士英灵，在烈士牺牲的地方修建了雄伟壮观的二七纪念塔，它是省会郑州的重要标志。

在办事处党组织的领导下和街所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街道工作多次受到上级党政领

导机关的表彰。一九七九年被评为省、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工商业、人防、爱国卫生、社

会治安、民政、司法以及工、青、妇的工作也受到市、区表彰。

办事处凭借辖区地理优势，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现有工商服务网点23个。一九八五年产

值、营业额达1，190多万元，利润完成436，000元，街道经济工作跨入了二七区先进行列。

辖区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城市居民高档消费品日益增多，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劳力

就业问题基本得到妥善安排。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辖区人民正在奋发图强，积极工作，搞好两个‘‘文

明建设”，为城市的振兴和繁荣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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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

的解放路。

△一九五。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一年，

工人俱乐部。

大事记

填平旧金水河，合并顺河街、迎河街、慕霖路，扩建成市内当时最宽

在市区(现自来水公司招待所院内)修建成郑州第一座自来水供水塔。

辖区第一届政府一一益民街政府成立，街长吴长水。

为纪念“二七大罢工”改长春路为二七路。

在老坟岗原国民戏院处(现美乐厅)由泥工委员会组织修建了第一个

△一九五八年，街道妇女积极分子兴办托儿所，幼儿园12所、收托幼儿一千余名。

△一九六四年，市里在解放路、铭功路两办事处搞“四清”试点。

△一九六六年，办事处党组织遭到破坏，处于瘫痪。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七纪念塔"破土动工，九月底落成。塔高十四层，六十三米，

顶部竖有六面直径三米的大钟，每半小时以“东方红”乐曲报时一次。

△?九七一年，办事处人防工程获省、市先进单位称号。市人防在光明胡同召开现场

会，二i匕京总政、天津驻军、武汉等地和省人防近一百人参观人防工程。

△ 一九七七年，街办晒图厂、无线电原件三厂等十个工厂归区工业局管理。

△一九七七年，解放路派出所副所长秦红莲谋害其爱人朱淑兰致死(未遂)被开除党

籍，判处死刑。 。

△一九七九年，改益民市场为老坟岗农贸市场。

△一九八。年初，办事处组织扭秧歌、挑花蓝、划旱船等民间传统形式活动，在火车

站，二七广场、解放路等处进行计划生育宣传。

△ _九八O年，经省批准整顿开放解放路清真寺。

△ 一九八O年八月。，办事处青少年之家在民主路中段成立，开办了四期初、高中补习班。

购买了上千册图书和其它活动器材，丰富了青少年生活。

△ 一九八二年市委统战部同意使用益民大院女寺，方便回族妇女进行宗教活动．

、△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办事处辖区总户数2783户，总人口为10232

人，其中男性5238人，女性4994人，回族人口1617人。

△ 一九八三年元月，味美鲜茶炉因故发生爆炸，炸死一妇女，损失3500元。

△一九八三年，亦事处制定和颁发居民公约，促进了本辖区社会治安好转。

△ 一九八四年二月(农历正月初一)，二七区文化馆曲艺厅开放，评书老艺人马素芳演

说“大明英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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