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说：“人一生有两样东西
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一座城犹如一个人，看得见的是面貌，撑得起的是
“脊梁”。

2018年年初，河南省郑州市传出喜讯，该市 2018年
经济总量首破万亿大关，成功晋级“万亿俱乐部”，常住

人口突破千万，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10万元，跨入特大城
市行列。今年以来，虽然受疫情影响，整体经济增速放
缓，但郑州市第一季度生产总值仍稳居河南省第一，恢
复势头强劲。

支撑郑州从大到强的强劲动力，不仅是经济指数，
更有精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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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京

汉铁路大罢工

而修建的二七

纪念塔，是河

南省郑州市的

标志性建筑。

徐义文摄

仰望一座城的“脊梁”
—透视河南郑州城市建设中的国防维度

■本报特约记者 魏联军 王根成 通讯员 焦景宏

嵩山南路168号，郑州博物馆。
走进博物馆大门，激荡着战争风云

的时空画卷扑面而来：夏商的狼烟、楚
汉的烽火、三国的铁骑……作为我国八
大古都之一的郑州，至今已有 3600余年
建城史。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上
演了说不完的战争活剧，吟唱着数不尽
的慷慨壮歌。

拨回历史时针，1921 年 3 月的早
春，万物萌生。伴着五四运动思想破
冰，真理曙光初现郑州。

那天夜晚，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袍
的青年走进郑州铁路职工学校，在黑板
上写下一个“工”字，又在下面添上一个
“人”字。他说：“工友们，你们可不矮
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呢！咱们四万万
同胞，要并肩前进，建设一个好中国！”

这位在中原大地点燃革命火种的
青年叫李大钊。

99年后，历史的风尘早已淹没许多
足迹，但革命先辈点燃的思想火炬依然
在熊熊燃烧。每逢重大节假日，该市管
城回族区三益街工人夜校旧址前，仁寿
里社区的老党员徐安都会为游人义务
讲解李大钊在郑州传播真理的故事。

1925年深秋，距李大钊讲学处几公
里的操场街（当时中共豫陕区委机关所

在地）一所普通民居里，29岁的中共豫
陕区委书记王若飞正在积极行动，争取
壮大革命力量。1933年，王若飞被捕，
他在狱中用白衬衣撕下的衣角给妻子
写了一封诀别信：“不要为我的牺牲而
伤痛……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
在红旗下分手。”

鲁迅说过，这些九死一生的红色种
子，就是“民族的脊梁”。

4月 28日，郑州市第九中学高三七

班举办“我和我的祖国”主题朗诵班会，
学生刘闻野深情地讲述这一故事，讲者
动情，听者动容。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为了传承红
色基因、留住红色记忆，郑州市先后
出版《红色郑州》《红色中原》等读物，
拍摄《郑州记忆》《铡刀下的红梅》等
经典剧目；结合郑州城区及周边近 20
家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打造精品旅
游线路。

历史足迹和红色印迹融入血脉

为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而修建的
二七纪念塔是郑州的地理标志，也是精
神地标。

2019年 6月，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等单位组织的“寻找河南当代最美建
筑”活动中，二七纪念塔被评为一等奖。

半个世纪以来，这座塔一直是郑州
人民心中的精神灯塔。2019年，郑州大
学等院校联合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
过七成的游人没来过郑州前就知道二
七纪念塔，近 73%的受访者到访过二七
纪念塔。

二七纪念塔选址在郑州，源于两位
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郑州分工会
负责人汪胜友、司文德血洒此地。

郑州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
1923年 2月 4日，火车锅炉工黄正兴把炉
火烧得通红，将三排汽笛调到最大音
量。9点整，他奋力拉响汽笛——这是京
汉铁路两万多工人大罢工的号令，3个小
时内，1200余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

3天后，反动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

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施洋等 52 人被
杀，40多人被捕。

那一天，中原大地天降暴雪，革命
烈士飞溅的鲜血洒满雪地、浸入历史，
成为郑州血红雪白的沉痛记忆。
“二七纪念塔有‘郑州徽章’之誉，

每年游人达 200万人以上。”二七纪念塔
讲解员苏靖涵介绍。

记者驻足二七纪念塔下，塔顶奏响
的《东方红》乐声响彻耳畔，这一乐曲每
日整点播放，如同这座城市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上课铃”。

巍巍嵩岳大地，这样的红色殿堂俯
拾皆是，主动前来接受精神洗礼的人们
络绎不绝。

近日，巩义市委将主题教育课堂搬
到八路军太行第八军分区革命旧址前，
讲解员声情并茂地解说那段革命历
史——

1937年深秋，张岭村郎中张荫南将
儿女和外孙 3人送往延安参军。临行前
夜，他纵泪挥笔：“明知行役苦，不忍便
留汝……相会如有期，同向光明路。”而
后又冒杀身之险，把八路军情报站设在
家里。

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说：“战争年
代，老百姓和八路军生死相依、同仇敌
忾，红色历史中的家国情怀需要我们世
代守望！”

去年 9月，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

军、彭雪枫将军纪念像相继在郑州抗日
纪念广场落成；正在全面升级改造的河
南革命军史馆，将为郑州增加一座红色
殿堂。

当前是征兵准备的关键期。郑州
警备区组织由 25名优秀大学生、抗疫典
型组成的国防教育宣讲团，通过网络课
堂为郑州 60 多所高校、10 万余名大学
生进行视频直播。一个个红色故事点
燃青春胸膛，6300余名大学生通过全国
征兵网报名应征。新学期开学之后，这
个警备区联合教育部门继续推进“全军
十位挂像英模画像进校园”活动，将活
动覆盖到该市所有中小学校，力求在学
生心中树起崇尚英雄的“航标灯”。

城市地标和精神坐标完美契合

奔腾咆哮的九曲黄河，在郑州市西
北方向拐了一道急弯。

如今的黄河花园口，风景秀美，游
人如织。回溯历史，82年前，这里曾记
录下一段悲怆屈辱的民族血泪史。

1938年 5月 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
州，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华中震
动。为阻日军西进，国民党政府决定“以
水代兵”，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豫皖苏
44个县1000多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

近年来，在花园口“一九三八年扒
口处”纪念碑前开展国防教育成为该市
的一个传统。郑州市职业技术学院副
院长张建伟感慨万千：“国防是一座城
市最坚固的城墙，没有国防作保障，战
争来临时，城市就是待宰的羔羊！”

1948年 10月 22日，新华社从郑州前
线发出一份由毛泽东拟定的急电：“我中
原人民解放军于今日占领郑州。守敌向
北面逃窜……郑州为平汉、陇海两大铁

路的交点，历来为军事重镇……”
郑州战役前，朱德曾说，解决中原

就等于解决了全中国，自古谁得中原，
谁得天下。

当年，仅有 2.4平方公里的郑州城，
如今已是面积达 7446平方公里的国家
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电力
枢纽，在全国战略大棋盘上举足轻重：
“米”字形高铁布局和区县高速公路网
相连的格局，形成 2小时“经济圈”，也构
成辐射全国的“国防圈”。

美军《联合城市战纲要》认为：大城
市是 21世纪战争和战役的重心。郑州

市领导介绍，他们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布局，围绕保障部队快速机动问
题，探索研究以高速公路、高铁运输和
航空投送为载体的“大交通、大战备、大
保障”立体支前模式，依托国际物流中
心建成 20余个军民通用器材装备储运
保障基地。

如今，站在郑州新地标——高 280
米的 CBD商务中心“大玉米”前，满目
繁华景象，时尚而浓烈的商业气息扑面
而来。穿行郑州街头，不仅能感受到郑
州城市建设中的经济脉动，更能体会到
这座城市的国防律动。

4 月 29 日，郑州市民兵整组工作
中，一批民兵新质力量亮相演练场，被
誉为“空中 ICU”的直升机侦察救援分
队受命出动。坐落于CBD商务中心内
的某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和员
工对国防建设有特殊感情，他们说：“直
升机出动一次要花费上万元，但为国防
飞行不计报酬！”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谈起

郑州市民的家国情怀，郑州警备区政委
白江民说，“社会物质财富越丰富，国家
安全需求就越高，就越需要每一名公民
参与、建设和奉献国防！”

经济脉动和国防律动同频共振

采访手记

4月 22日，人民海军 075型两栖攻

击舰下水，这是继年初055型驱逐舰入

列后，人民海军装备的又一大跨越。

曾几何时，我们的祖国饱经沧桑，历

尽磨难，我们渴望拥有自己的现代化战

舰。如今的人民海军不断发展、不断跨

越，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海军舰

艇接连下水、入列的今天，历史上曾经和

海战、海军有关的几个场景始终让人难

以忘怀。

71年前的4月，我百万大军横渡长

江之际，英国派多艘军舰进入黄浦江逆

流而上，阻挠我军行动。

125年前的4月，清政府因在甲午海

战中失败，赔偿日本2亿3千万两白银。

这一巨款，相当于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

总和，能够建立23支北洋舰队。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血泪史与屈辱

史，也是奋斗史与光荣史。

回顾过往，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一个

简单的道理：富国不强兵，到头一场空。

郑州系中原之门，历来为兵家必争

之地。站在3600余年历史的商城遗址

上，最能理解这道高耸、宽厚的城墙的军

事意义——保护城内黎民免受城破屠戮

之灾。然而，它却没能挡住外族的铁骑。

《战国策》曰：“欲富国者，务广其地；

欲强兵者，务富其民”，其中的“富”字代

表有房、有人口、有田地，丰于饮馔之义；

“强”字由“弓”“疆”组合，意为持弓以卫

疆土。

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国。凡是尚

武文化浓厚的朝代往往国家强盛。反

之，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家将面临被

外力侵扰的风险。

72年前，我军如秋风扫落叶之势占

领郑州。郑州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此开

启新的历史篇章。

新时代，郑州城乡发展规划贯彻军

事斗争准备需要，强化城市建设的国防

功能——郑州航空港，着力打造覆盖全

国的“战略投送枢纽”；郑州高速公路，为

驻军机动预留重型装备出入口；去年12

月1日，郑万、郑合高铁全线开通，形成

“米”字形高铁布局，进一步提升了区域

战略投送能力。

一个城市的国防站位，关系到一个

国家的国防根基。正确的国防理念是

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一座城

市发展的应有内涵。我们看到，郑州的

经济发展大棋盘上，国防建设是一步

“先手棋”。

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郑州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近日，郑

州传来好消息，郑州地铁将于5月份开

始对现役军人免费。

2019年底，两份红头文件成为郑州

市国防建设的点睛之作：《中共郑州市委

关于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的实施意

见》《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郑

州警备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双拥工

作的实施意见》。郑州市委、市政府紧贴

国家政策调整和改革强军出台的32条

拥军优属措施和27条党管武装制度，彰

显出国防站位的新高度。

2019年，郑州GDP破万亿，2020年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这座国家中心城

市，给人们带来更加美好的向往。那张

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双手紧握、脑袋低

垂坐在沙发角落里的照片，曾让世人唏

嘘不已，也让国人警钟长鸣：国防实力是

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军事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保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

队，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国家安全就无

从谈起，人民的美好生活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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