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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地区，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在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先辈们在中原大地浴血奋战，艰苦斗争，英勇

牺牲，留下了光辉足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原英雄儿

女们，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努力，付出了代

价，取得了成就；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河南人

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再创辉煌，取得新胜利。这一切，

都留下了红色的精神财富，造就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旅游基

地。这些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难能可贵。目前我省拥有

各级各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基地620处，其中在国

家、省、市三级命名的259处中，有85处被定为红色旅游

资源。红色旅游资源是承载红色文化的载体，红色文化提

升红色旅游品位，红色旅游传播红色文化，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之魂，会不断推动红色旅游

事业，意义重大。

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

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不断促进革命老区及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弘扬光

荣革命传统，培育爱党爱国爱家乡精神。红色旅游给革命

老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也给当今改革开放注入新活力，

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红色文化”的需求。省委、省政府



于2005年印发《河南省发展红色旅游规划纲要》，提出要

全面整合我省红色旅游资源，大力构建红色旅游体系，推

出一批叫响全国的红色旅游精品景区和线路，把河南建设

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独具特色的红色旅游大省。因

此，发展红色旅游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

起的现实需要；是发挥资源优势、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内

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治工程、文化工程和经济工程。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90华诞，充分挖掘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推动革命

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纂出

版了《中原崛起之光——河南红色旅游图志》，以期发挥志

书“存史、资治、教化”的独特作用，融人中原经济区建

设大局，助推“两大跨越”、中原率先崛起。《河南红色旅

游图志》的出版必将为进一步把我省红色旅游打造成具有

震撼力的品牌，把红色旅游活动推向新阶段，把红色旅游

产业做大做强，作出独特的贡献。无疑，这是向建党90周

年献了一份厚礼，也是对党的生日最好的纪念。

《中原崛起之光——河南红色旅游图志》编纂委员会

2011年6月20日



凡 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以服务发展、有益后世为宗旨，力求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为一体。

2．主要收录河南省境内在外有较大影响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上限为1921年，下限为

2010年。

3．坚持严谨的志书体例。采用板块结构条目体式，以省辖市规范排序，以景区为记述主

体，一般按景区主页、历史链接、现实点击、区域扩展、精神存盘五大板块一级平列，下设分

目、条目，其中条目为记述的基本单位，个别情况少目或设子目。

4．以景为主，事随景出，人随事出。宜文则文，宜图则图，力求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5．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统一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纪年采用公元纪年。组织、机

构、会议及政治性、专业性术语，在首次使用时用全称，之后用简称。

6．文字、图片、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的用法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

7．本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各省辖市根据志书、年鉴、档案提供的资料，部分资料来自

书籍、报纸、刊物、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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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革命

景区主页

概况综述

2月7日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纪念日。二

七区是“二七”革命精神策源地。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为争人权、争自由，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郑州组织

成立总工会，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

阀”的战斗旗帜，在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

下，举行r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这次大罢

工形成了空前的全国工人直接反对封建军阔的革命

运动，使“二七”太罢工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

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而使中国年轻的工人

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中国革命斗争的

政治舞台。这次英勇壮烈的大罢工，大大提高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

封建的革命精神，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

页。

世事沧桑，物换星移，火红的斗争已融进岁月

精神策源地

和国的历史长廊中．经世而长存，历久而嚣新，“

七”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起前行。

遗址遗存

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已载人中国革命

史册。当年工人开会、游行和烈士牺牲的地方．新

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辟为永久纪念地。

二七广场

广场位于市中心解放路、二七路、人民路、直

大街、德化街的交会处。新中国成赢后在设计施工

期间，曾先后叫“六路口广场”、 “解放广场”和

“二七交通广场”．面积4000余平方米。1952年辟为

60年代的二七纪念塔

二七广场，成为革命纪念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年轮。但“二七”英烈的光辉形象永远屹立在共 全市性大会多在此举行，广场外围分布有阅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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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栏，为市内文化宣传重要阵地。广场中央有二

七纪念塔，登塔远眺，可饱览市区景色。广场四周

有华联商厦、商城大厦，天然商厦、亚细亚商场、

友渲广场、亚细亚大酒店等，广场南为郑州市第一

条步行街——德化街，北为繁华店铺林立的北=七

路。环二七广场的商业、服务设施群，集中呈现了

郑州商贸城建设的成就，是中外旅客必游之地。

鸟瞰二七纪念塔

二七纪念塔

纪念塔矗立于市中心二七广场中，是为纪念京

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而修建的高大建筑。

1926年10月15日，二t大罢工工人司文德、

汪胜友在此英勇就义。

1950年困扩建解放路时拆除妊春桥，在此地修

建了一座简易纪念塔，1958年在原长春桥处建较耐

久的木质结构纪念塔。因术塔位于饪、司二位烈士

首级悬挂处，成为革命的象征，每年“清明节”，人

民群众自发在木塔周围敬献花圈，悼念革命烈士。

1971年5月，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原地兴

建二七纪念塔，以纪念二七烈士。7月1日动工，9

月29日落成．塔基占地面积780平方米，塔形为两

个五角形体结构，共14层，高68米，其中底座3

层，塔身11层，顶端嵌有6座直径3米的大型时钟．

整点报时，钟声洪亮圃润．萦绕市区上宅。塔的东

南侧由新郑移栽的一棵27枝十的柏树(寓意为二

七)，四季常

青。塔尖有

一颗闪亮的

红星，灿烂

夺目。整个

建筑独特新

颖，雄伟壮

观。塔内各

层陈列着

“二七”大罢

工的革命文

物、图片及

其有关史料。

塔内有梯，

盘旋而上。 二七纪惫塔

立于塔顶远眺，全市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

向北还可遥望黄河。塔下簇拥着苍松和翠柏，庄严

肃穆，象征着革命先烈的精神万古长青。巍然屹立

的二七纪念塔足郑州市的光荣和骄傲，也是这座英

雄城市的标忠。1986年11月2I闩，被公布为河南

省文物保护单位。

二七纪念堂

二七纪念堂位于郑州市钱塘路中段路西，当年

普乐园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二七大罢

工，决定在郑州市钱塘路(原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大会会场普乐园旧址)修建二七纪念堂。二七纪念

堂于1951年动工兴建，1953年2月7日竣工。钢筋

混凝土结构，总面积3100平方米，巾部为礼掌，两

侧配楼为工人俱乐部，内设“二七”史迹陈州馆、



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和其他各种游艺室。每年2月7

日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缅怀举命先烈。它是郯

州人民缅怀革命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

1986年11月21日，被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二t纪念堂内攀办的展览

p历史链接

1923年2月l口，京汉铁路J二人在郑州市普乐

园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_=^=台，直系军阀吴佩孚

派军警进行破坏。为抗议军阀的暴行，2月4日，京

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2，Lj 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

义支持下，派出大批军警，时汉口江岸、郑州、长

辛店等地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杀害丁江岸分会委员

长林祥谦、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等40余

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由于军阀的

血腥镇压，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保存力量．

忍痛下令复工，此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罢工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全国各地的工会和工人

群众，采取各种形式声援京汉铁路罢工，形成了空

前未有的全国工人直接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

河南纠
ENANHONG舢

色旅游川，6
UYOU’ruzHI

大罢工简介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2月1

日在郑州“扦成立大会，腺向全国各工团，各界发

出专函邀请外，并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提出工人的

要求条件．同时通知了京汉铁路管理局。当时的京

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一面答应工人的要求，

另一方面电告军阀吴佩孚。是佩孚当即下令驻郑州

卜四师师长靳云鹗：“予以肪范，确切监视。”但他

叉致电总工会筹委台，选派代裘赴洛阳面议。1月

30日史文彬等5名工人代表赴洛阳弓黑佩孚当面交

涉，阴险奸诈的吴佩孚使用收买、利诱、威胁等手

段，妄图使代表们让步。代表们毫无鼹惧．据理力

争达3小时之久，终无结果而返，如期举行京汉铁

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

清晨，代表与

来宾300多人

及郑州地区

1000多名铁

路工人排着整

齐的队伍，向

“普乐园”会

场进军，行至

钱塘里(今钱

塘路)北段

时．突然被军

警阻拦，全体为纪惫郑州铁路总罢工6建的二七纪念堂

代表义愤填膺．据理力争，终不允前进。代表和来

宾奋力拼死冲破军警阻拦，直奔“普乐园”，撕下封

条，砸开铁锁，冲进会场，庄严宣布：“京汉铁路总

工会成立了。”军乐高奏，鞭炮齐鸣，群情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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