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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年度人物

秋天是一个用色彩传递美丽的
季节，赤橙黄绿青蓝紫，还有哪个
季节比秋天更加的多姿多彩呢？快
乐和幸福在这样一座城、一个季节
显得更加显而易见！从 1986 年行政
区 划 调 整 算 起 ， 漯 河 这 座 城 市 在
2016 年迎来了她 30 岁的生日。30 年
的省辖市发展，为青春漯河带来了
一项项足以自豪的荣誉，一座充满
特色的生态宜居城市正在中部悄然

崛起。

国务院批复
漯河市升格为省辖市

1986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批复漯
河市升格为省辖市，辖临颍、郾城、舞
阳三个县和源汇区（原漯河市）。2月
10 日，省委公布了中共漯河市委、市
政府领导班子。市委书记袁鹏雁，副

书记李长铎、鲁茂升，市委常委：袁雁
鹏、李长铎、鲁茂升、王惠杰、席铁山、
刘希正、杨全山、李广仁。提名鲁茂
升任市长。4月下旬，中共漯河市委、
市政府机关及各职能部门组建后，地
点迁至建设路中段新建办公大楼。

1986年3月25日，中共漯河市委
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全国
经济体制改革会议精神。会议认为

“国务院把漯河市定为全国15个机构
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是对我市的信
任 、 鼓 励 和 鞭 策 。 我 们 要 解 放 思
想，大胆探索，走出新路。”会议决
定充实体改委力量，成立横向经联
办公室。

漯河自 1986 年升格为省辖市之
后，在不少老漯河人的印象中，两次
的规划变迁记忆尤为深刻：一次是以
交通路、老街、马路街等道路为核心
的繁华商业区的兴起；另一次是沙北
行政区的确立，修建了当时漯河市最
长、最宽的黄河路。漯河是一座年轻
的城市，建省辖市之初，漯河人就敢
想敢干、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在
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改革开放、经济
社会发展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三个走在
全省前面”的目标，被誉为中原大地
上的一颗“明珠”，成为全省唯一的

“内陆特区”和全国为数不多的综合
改革试点市。

牛行街变迁
见证岁月更替

今年82岁的牛玉娥老人如今仍居
住在市区泰山路南段。在她的讲述
中，她仍喜欢称呼所住的街道是牛行
街。据老人回忆，牛行街是以牲畜交
易而闻名的。牛行街两边商铺林立，
卖草的、说书的、吆喝粉浆面条的再
加上驴马的叫声，声音此起彼伏，一
派兴旺景象。虽然牛行街生意兴隆交
易红火，但街道狭窄、房屋低矮、加
之牛马粪便、商铺污水随地横流，空
气中总是充斥着牲畜草粪发酵的味
道，行人都要捂着鼻子靠边走。“晴
天三尺土，雨天一尺泥”是群众对当
时牛行街的真实评价。漯河人、外地
人从四面八方拥挤到这条空气污浊而
又充满金钱诱惑的街道上，为生活忙
碌着奔波着。

八十年代中后期，受农业机械化
的影响，牛行街的牲畜交易逐渐开始
没落。伴随着我市被升格为省辖市，
历史悄然给了漯河一个发展的机遇，
漯河的城市建设也因此驶入了发展快
车道。牛行街脏乱差的现象与当时的
省辖市极不协调，沿街群众对其落后
的面貌也充满意见，纷纷要求对牛行
街进行改造更新。

在这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大背景
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对牛行街及小
南街进行拓宽改造，拆迁了沿街的破
旧房屋，建成了漂亮的安居工程生活
区，把年久失修的柏油路改造成了宽
阔平坦的水泥路，不少搬进新居的群
众都放鞭炮以示庆贺。在那场旧城改
造中，牛行街仅存的一个骡马交易大
院从这个城市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装修华丽、充满现代商业气息的各色
商业店铺。以此为标记，牛行街彻底
失去了牲畜交易的作用，最终转化为
这个城市的历史招牌，成为人们对这
个城市以往岁月回忆的见证。

亲历者讲述
当年漯河往事

“现在火车站旁的昌建商务酒店
所处位置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漯河宾
馆，往西去则是老市委办公楼。1986
年漯河成为省辖市之时，老市委办公
楼对面是当时全市最高级的市委招待
所，后改为许慎宾馆。现在的许慎宾
馆南面相毗邻的分别是又一村旅社、
和平饭店。当时要想住进去，没有介
绍信可是连门儿都没有。”漯河商业
协会副会长曹志红说。

据曹志红讲述，升格为省辖市
时，位于马路街东段有当时漯河最大

的商店——漯河百货大楼，上下两
层，一楼是五交化和百货，二楼是纺
织品和鞋帽。当时的电影院很少，金
穗广场西门对着就是马路街电影院，
里面木质的座椅，人站立起来就会像
火车卧铺车厢的边座一样自动立起
来，发出“啪啪”的声音。

网友“沙澧晨曦”今年50 多岁，
是土生土长的漯河人。据他回忆，早
期漯河的电话号码都是2字头，后来
升位了就在 2 后面加了个 1-21 开头。
1986年，漯河升格为省辖市后，沙北
3开头-313，沙南212，随着用户不断
增加，逐渐开始细分。“1986 年省辖
市后，漯河开始普及自动电话，刚刚
装上的电话一律是淡黄色的，镀铬的
拨盘，号码4位。装一部电话，单位
的要 3000 元，家庭的要 4500 元，还
得找熟人安装，否则就只有耐着性子
等待。”“沙澧晨曦”说。

展望未来
独特魅力吸引更多目光

漯河是庄稼地上长大的城市。
1948 成为县级市以来，这座城农杂
居、以农村为基底迅速发展起来的城
市，在成为省辖市后，始终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力推进城市规划
建设工作，形成了城乡统筹发展、城
市功能日益完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的可喜发展格局。

30年来，漯河市筚路蓝缕、奋进
开拓，取得了城市建设的辉煌成就：
城市建成区面积由建市之初的8平方
公里增加到现在的70平方公里；城市
常住人口达到 69 万人，比 1986 年增
加近12倍。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充分
发挥沙澧河在市区交汇得天独厚的自
然优势，大力推进沙澧河开发建设，
大力实施“森林进城、森林围城”工
程，努力争创国家园林城市、森林城
市，一个风景优美、钟灵毓秀的中原
水城、生态绿城初具雏形。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旖旎
风光秀。建省辖市 30 年来，历届市
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围绕“实
现漯河繁荣富强和人民群众富裕”
这条主线，负重追赶，创新创业，
艰苦奋斗，开辟出一条跨越发展之
路、富民强市之路。漯河历经三十
载风云变幻，沐浴改革开放的阳光
雨露，如今这里高楼林立、繁华遍
地。“得天下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
漯河。”这座青春的城市如今吸引着
世界的眼光，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今日的漯河，已成为中原大地的活
力之城、魅力之城、和谐之城、宜
居名城。她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

升格省辖市 迎来大发展

人物小史

岳成新，一名普通的环卫工
人，在28年的环卫工生涯中，他不
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铁人”，还是
劳动模范，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先后五次被树为市建设系统工
作标兵，1991年获得漯河市“五一
劳动奖章”和“优秀环卫工人”称
号；1994年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
范”；1995年，他又被评为全国建设
系统先进工作者，在北京参加了全
国劳模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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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 国务院批复漯河市升格为省辖市，辖郾城、舞
阳、临颍三县和源汇区（原漯河市）。

2月18日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扩大市管县领
导体制的通知》，漯河市升格为地级市。

6月5日 舞阳县荣获“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单位”称号。
6月28日 漯河市荣获全国“田径之乡”称号。
7月1日 中国漯河市委机关报《漯河报》创刊发行。

1986年大事记

本版稿件、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郝河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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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7月12日三版

在1983年第一次全国“田
径之乡”评选活动中，共评选
出19个城市，我市便是其中之
一。在 1986 年第二次全国“田
径之乡”评选活动中，我市再次
荣获全国“田径之乡”的称号。

1986年7月12日《漯河报》3
版《我市再获全国田径之乡称
号》一文，对我市再获这一殊荣
进行了报道。此后在 1990 年、
1994年，我市连续两次被国家体
委授予全国“田径之乡”称号；舞
阳、临颍分别于 1992 年和 1998
年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自
2001年起，市体育局已连续七年
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全民
健身活动周优秀组织奖和先进
单位”，连续七年被河南省体育
局授予“全民健身优秀组织奖”；
2005 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称号。

据市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人
回忆说：“20 世纪 60 年代，漯河
以田径为基础，但是没有场地，
教练员拿铁锨平一个60米的跑
道，黄土跑道。没有训练场地，
没有训练服装，没有训练器材。
训练十分艰苦。20世纪60年代
后期，才有了 200 米的黄土跑
道，20 世纪 70 年代，才有了 400
米的煤渣跑道。”就是在这艰苦
的情况下，漯河体育工作者的热
情却激发出无穷的潜力，因为田
径成绩突出而被评为全国“田径
之乡”称号。

2000 年，体育场刚建成时，
漯河市就描绘了通过承办大型高
水平体育赛事来提升城市形象的
美好蓝图。在只有一个体育场
时，漯河市就相继承办了亚洲青
年足球锦标赛、中韩国际足球对
抗赛等一系列赛事活动，探索出
了一条符合本地自身发展的赛事
运作模式。2004年，中国女排时
隔20年再登奥运之巅。漯河发
挥体育馆的功能作用，以排球为
主线，倾力打造排球品牌赛事。

在打造排球精品赛的同时，
体育中心相继成功承办了中美
篮球对抗赛、全国拳击精英赛、
全国室内射箭锦标赛等省级以
上体育赛事近 20 个项目 100 多
项 1600 多场次，其中国际级 15
项、国家级 67 项、省级 20 多项。
漯河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赛事组
织体系和流程，培养了一支优秀
的办赛团队。除了组织大型体育
赛事外，体育场馆积极对市民开
放，极大地丰富了全民健身项目，
漯河市的体育场馆利用率和体育
产业开发均居河南省前列。

1984 年，岳成新来到市环卫处
工作，一干就是28年。2012年8月
14日后，因工伤才回家休息。

我要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

岳成新今年60岁，居住在市区
柳江小区。

1956 年，岳成新出生于市区一
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参加工作
前，经常帮父亲修理汽车，并干一
些杂活。耳濡目染，加之他天资聪
慧，在父亲退休时，岳成新修车已
经小有名气。

1984 年，他到环卫处上班后，
单位领导考虑到他修车技术好，想
安排他到单位修理厂负责环卫专用
车辆的维修。而岳成新认为生产一
线很需要他这样年轻强壮的青年去
工作，就毅然谢绝了领导的好意，
并递交了甘愿做垃圾装卸工的申
请。他在申请中这样写道：我认为
生产一线更需要我，我刚参加工
作，年轻力壮，让我到生产一线装

卸垃圾最合适，这对我来说，也是
一个接受锻炼、增长才干的机会。
别人都说干垃圾装卸工作很辛苦，
但我感到越是辛苦，越能宽慰我的
心，我要在这辛苦的工作岗位上，
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1986 年，岳成新坚定自己的信
念，开始从事环卫一线工作。

在之后的20多年中，岳成新用
工作成绩证明了他当初的话。20多
年里，经他的手装卸的垃圾达20万
吨以上，但谁也没有听到他诉说过
一次辛苦，表白过一次功劳。

是大家公认的“铁人”

大家都知道，市环卫处以前各
项环卫基础设施不健全，环卫工
人上班没有固定的厂房，无论春
夏 秋 冬 ， 任 凭 风 吹 、 日 晒 、 雨
淋。当初岳成新主动要求到全市
日产垃圾量最大的文化路垃圾中
转站上班，因为他听说这个站附
近 的 民 宅 民 区 面 积 达 一 平 方 公
里，平时日产垃圾 80 多吨，高峰
期时达 120 多吨。

从上班那天起，岳成新都是早
上 5 点多就准时到岗，中午只休息
两个小时，晚上工作到 8 点以后。
每天十几个小时又苦又脏又累的活
儿干下来，汗水和灰尘常常使他肮
脏不堪，但他毫不在意，脏了就勤
洗洗，天天、月月、年年坚持了下
来。

干垃圾清运工作，春、秋季还
好过一些，到了夏季，头顶一个大
火球，脚踏炽热的地面，大汗淋
漓，那滋味实在难受，但岳成新还
坚持冒着酷暑工作，好多次中暑晕
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到了冬季，大雪覆盖大地，岳
成新就穿一件军大衣冒雪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一天下来，衣服被雪水
浸湿透了，最后冻成了硬邦邦地冰
块，回到家里，整个衣服都粘在了
身上，脱都脱不下来。

在环卫处，岳成新是大家公认
的“铁人”。岳成新工作起来常常不
顾自己的身体是否承受得了，在工
作和身体状况相冲突时，他总是选
择工作。由于垃圾装卸工作体力劳
动强度大，在季节变化时，垃圾清

运工稍不注意就会因出汗过多受
凉，岳成新就时常感冒，但他总是
一声不吭地坚持着。同事们都说老
岳是个“铁人”，不然他哪有那么高
的劲头，要是换了别人早就躺下
了。就这样，“铁人”的绰号就在全
处职工中叫开了。

凡事总是冲在前面

随着环卫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文化路垃圾中转站机械清运设
备也在1992年投入使用。面对良好
的工作条件，岳成新主动向领导提
出，把文化路垃圾中转站点的转运
工作让给其他同志，他自己则要求
调到条件比较差的牛行街垃圾站点
工作。

在牛行街垃圾中转站的垃圾清
运工作中，他仍然是把省力的工作
岗位让给别人，而自己无怨无悔地
坚守在最苦、最脏、最累的岗位
上，而且不管条件有多么艰苦，他
始终一丝不苟，尽心尽力。

1993年初夏的一天，他高烧39
度，且一连三天持续不退，加上吃
不好休息不好，他的身体一天比一
天虚弱，有好几次都因为发烧烧得
迷糊而差点晕倒在垃圾堆上，但为
了不耽误工作，他硬是坚持上班。
后来，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觉得他
的身体情况有些不对头，就摸摸他
的额头，结果热得烫手，就心疼地
埋怨他不该不把身体不当回事儿。
于是，这位同事找到单位领导帮他
请假，硬是把他从工作岗位上拉了
下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是
休息了半天就又上班了。

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当面
就说他是个“傻子”，他听后呵呵
一笑，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做什么事儿都要走在队伍的前列，
苦活儿累活儿、别人不愿意干的活
儿，就应该由我们党员来干，这才
对得起党员这个称号。”平实的语
言吐露出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高尚
的品质和崇高的敬业奉献精神。

面对曾经的荣誉和桂冠，岳成
新表现得很淡泊，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他平静地说：“我就是一名普
通的工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岳成新：平凡岗位诠释伟大

1986 年春节，在漯河的大
街小巷，一部电视剧热播：它
历时六年完成，拍摄地点遍及
中国近30个省份及泰国，而所
有镜头都是只靠一台摄像机完
成的。因条件艰苦、缺乏资
金，它留下了不少缺憾，但却

已经在世界范围重播 3000 余
次。它就是 《西游记》。央视
1982 年开拍，1986 年春节一经
播出，轰动全国。造就了89.4%
的收视率神话，重播次数超过
2000 次，成为一部公认的无法
超越的经典。

历史印迹

老漯河火车站。

昔日牛行街。

漯河再获全国“田径之乡”称号

《西游记》

贾湖骨笛出土于距今7800年~9000年的同时期最为丰富的史前聚落遗址河南贾湖遗址，1986年至1987年，
这里先后出土了20多支骨笛。笛孔有5、6、7、8之别，大多数骨笛仍为7孔。贾湖骨笛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年代
最早的乐器实物。

贾湖骨笛不只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乐器实物，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岳成新在陪孙子玩耍。

下期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