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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里，每一个人都是祖国，当然包括汝人。

天地之中的汝州是祖国的组成部分，汝水

和众多支流是她的血脉，环汝的山梁是她的骨

骼，四季分明是她变幻的衣装，她孕育和积淀的

厚重文化成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重要地域，汝

州隆起的州城是汝文化的一个高地。

汝水之州是汝人魂牵梦萦的老家，汝州之

城是汝人用双手为老家垒砌成的图腾或圣坛。

汝城的历史从史料中可追溯到西汉的承休国国

都，距今有 2000多年的历史。现看到的老城是

明开国初年在旧城的废墟上重新规划建设的，

是个辖一州四县的府城，今城垣路、跃进渠、洗

耳河、望嵩广场东西街一线是她的四至，周长为

九里十三步，经过土城到砖城的升级，三门到四

门的增加，汝州、直隶州、临汝县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今天的丹阳路还叫北街，城

区居民多住在路南，路北除了有几个寺庙，全是

塔寺和望嵩大队的耕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丹阳路以北才开始变化。

临汝县委、县政府在丹阳路中段建成办公大楼

后，汝州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向城市的北半部

转移。1982年县直中学（今市一中）第一栋三层

教学楼建成，楼北是塔寺大队的菜地。

汝州城的初长是从 1985 年前后开始的，因

为当时在老城北门外规划了史上最宽的路，叫

50米大道，就是今天的广成路。

让我在兹念兹的广电事业起步于比共和国

小一岁的收音站，1956 年在市区的大阅楼上开

始了临汝县广播站的广播，1980 年在广育路新

成立了广播事业局。1985年临汝县电视差转台

在汝州城外的“北大荒”建成，仅三间机房和一

个小院，就是今天的融媒体中心所在地。在这里

上班的同事戏称为“发配”，因为那时家中有辆

自行车不亚于今天家中的“奔驰”。2000 年，广

电人在这里建成了汝州当时最高的大楼，誉称

广电大厦。

老城东北 5 里的吴洼村原属尚庄公社，后

为尚庄乡，2002年划属风穴路街道，今年改隶

新成立的紫云路街道。我记事起，老家吴洼距汝

州城非常遥远，进城的近道是沿跃进渠渠岸，曲

曲折折好几公里，母亲一年难得进一回城。今天

的市委大院一带，过去有个大水坑，那时候放暑

假，我常与小伙伴在这一带割草，因为可以跳水

除热。

1988年，汝州市取代临汝县，汝城进入了发

育期。广成路南北农田渐渐变成了城市的北部

新区。

新世纪后，汝州城市发展渐入佳境。2002年

2月，位于今融媒体中心北 50 米的朝阳路举行

盛大的开工仪式，之后 207国道北移，昔日北大

荒的广电大楼反成了市中心的标志。

2002年 8月，市区五个街道办事处成立，城

市的框架进一步拉大，之后是城市的北进、南下

和东扩，虽然非常艰辛。

汝州城的蜕变是从 2014 年开始的。这年

初，11 公里长的汝登高速引线，也叫广成路东

扩工程开工，我家的大门前出现了百米宽的

大道。2015 年吴洼村西的向前路（现称云禅大

道）和村东的新 207 国道先后开工，接着朝阳

路从村北东延。一年多的时间吴洼村被四条

大道织合成一个长方形的新村。2016 年 5 月，

吴洼村封路禁建并开始动员拆迁，我用相机

记下了许多艰难的拆迁镜头。2016 年冬，汝州

最大的人工湖在吴洼这片废墟上按规划开

工，一年后入水成湖，如今成为汝州城东最亮

丽的风景线。吴洼新村的几十栋 11 层大楼也

整齐地站在湖东岸，成为汝州城延的一段围

墙。

今年 3月，汝州新成立的紫云路街道挂牌，

辖郭营、尚庄、马窑、铁炉马、于庄、郭林山庄等

6个行政村，吴洼和党屯两个居委会从风穴路

街道分出，并入紫云路街道。汝城向东北方向延

至箕山脚下，吴洼村又成了汝东新区的中心。

下一个 10 年是祖国向全面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迈进的 10 年，我会继续用相机记下这

10年城市成长的轨迹，为共和国 80 华诞献上

新的影像祝福。

汝州影像：城长
———献给共和国 70 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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