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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路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它是全国唯一一条以接受侵华日军投降而命名的道路，承载着漯河
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史。如今，受降路宽敞整洁，充满了生活气息。9月23日，记者
在此采访时，提起这条路的历史，附近一些老人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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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峰老人一直居住在受
降路，他父亲及好几家亲戚也
都住在受降路上。他亲身经历
了这条路的多次改扩建。9 月
23日，他向记者讲述了“受降
路”的前世今生。

张广峰说，上世纪四十年
代，受降路叫竹木街，街上有
很多卖竹竿和竹子的。他家住
在现在受降路中段的位置。“当
时路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宽，
还有一条排水沟，没有盖子，
弄不好就掉进去了。”

张广峰告诉记者，这条路
是由日本人在 1945 年修建的，
断断续续修了一个多月，路修
好了，日本兵也陆续走了。日
本兵走后，这条街就开始叫受
降路了。

据史料记载，1945 年 9 月
20 日这天，受降仪式结束后，
驻漯侵华日军分别在滨河路、
张公路（今民主路）、日军军需
仓库、竹木街日军兵营，向受
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
物资的清点移交手续。

“听老一辈人讲，日本人投
降后修了这条路。”在受降路居
住多年的原志强告诉记者。

原 志 强 说 ：“1945 年 12
月，‘受降亭’‘受降碑’落成
于漯河火车站花园内。与此同
时，竹木街也更名为受降路。”

受降路前身叫竹木街

记者查阅史料了解到，
1945 年 9 月 20 日 上 午 10 时
许，在漯河山西会馆，第五
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代表中国
签字受降，侵华日军 2971 部
队的司令官鹰森孝代表日军
签字投降。签字后，鹰森孝
面向在场中国军民，后退三
步，鞠了九个躬，并把佩戴
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

记 者 查 阅 了 《寨 内 村
志》 相 关 记 载 。 日 军 投 降
后 ， 在 待 遣 返 期 间 ， 中 国
军 队 负 责 人 命 令 他 们 将 竹
木街 （现受降路） 西段由寨
内通向煤市街的小土路加宽

取直整修，加以铺垫，建成
宽 8 米 、 长 约 700 米 的 大
道。为铭记这段历史，1945
年 12 月上旬，在火车站南端
花园内，受降亭建成了。漯
河 是 全 国 16 个 受 降 区 唯 一
建亭立碑的地方。

住在受降路东段的秦阿
姨老家在临颍，50 多年前来
到 漯 河 ， 一 直 居 住 在 受 降
路 。 她 带 记 者 指 认 了 受 降
亭所在位置。秦阿姨说：“以
前受降亭就在这个位置，里
面的石碑现在已经移到开源
了。我经常会去看看，觉得
很亲切。”

铭记那段历史

市民在路口观看介绍受降路历史的展板。

受降路上，介绍这条路历史的文化墙随处可见。

“这条路现在比过去宽多
了，也干净整洁多了。社居
委的工作人员把受降路的历
史 做 成 展 板 ， 放 在 各 个 路
口，让大家都能了解那段历
史。”居民张女士说。

记者走在受降路上，发
现路两边设置有很多展板，
介绍受降路的历史，还有很
多资料图片。“看到这些对
我 们 启 发 很 大 ， 特 别 是 对
于 孩 子 来 说 ， 带 他 们 来 这
里看看，让他们知道受降路
的来历，不能让他们忘记历
史。”正在受降路与交通路交
叉口观看一块版面的刘先生
说。

“我是经过此处的。看到
受降路有这样的版面，就停
下来看看。对于那段历史，
我们都不能忘记。”市民彭先

生告诉记者。
从 坑 洼 不 平 的 狭 窄 小

街 ， 到 宽 敞 整 洁 的 魅 力 街
巷，受降路的变迁承载着漯
河记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在背街小巷改造提升过
程 中 ， 受 降 路 社 居 委 根 据

“一巷一主题，一步一文化”
的思路，充分挖掘受降路的
抗战历史文化，注重历史还
原和现代传承。

“受降路有着深厚历史背
景。在打造这条路的时候，
我们努力收集了很多历史资
料 ， 做 成 展 板 ， 设 置 在 路
上 。 我 们 想 通 过 这 样 的 方
式，让市民了解历史、铭记
历史，打造抗战主题文化一
条街，引导市民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降路
社居委一工作人员说。

挖掘抗战历史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