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6月，全省首家志愿者党委成立

核心提示：

棉麻龙泰小区改造后

棉麻龙泰小区改造前

三尺门涵洞改造后

三尺门涵洞改造前

万庄村室改造后

万庄村室改造前

“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上门服务

“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双汇第三产业园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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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路社区改造后

漓江路社区改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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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 老街绽放时代芳华

走在天桥街，就像站在了现实与历史的交汇点。这
里道路宽阔平坦，绿化带花团锦簇，特色餐饮、娱乐、购
物、休闲商业街人头攒动，老街巷充满历史风情，让人流
连忘返。

天桥街的发展与漯河的近代历史息息相关。
漯河因水得名、依水而兴，航运的兴起曾引领商业发展

达到一个高峰，号称“中原商埠”。天桥街街道辖区北沙河
岸边，曾经建设有漯河港1号码头。码头河堤处栽了一棵
大椿树，也被船民叫作“大椿树码头”。

当年，沙河河道桅杆林立、千船待发。大批货船在
漯河港码头停泊。众多商人来这里寻找商机。天桥街
附近的河岸边车水马龙、各种名优特产品荟萃，一派繁华
景象。

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许多货物在漯河由铁路
运输转为水运或由水运转为铁路运输。漯河交通区位优势
再升级，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旱码头”。为了方便通行，人们
在车站附近横跨铁路修建了一座木制拱桥。拱桥被称作

“天桥”。铁路东边的街被称作“天桥街”。
天桥街和周边区域区位优势明显，工商业发展迅速。

很多老漯河人对天桥街当年的繁华景象记忆犹新：光附近
制作烧鸡的店铺就有十多家。烧鸡主要销售给过往旅客，
成为当时漯河有名的美食。天桥街北边有一条街叫万祥
街。万祥街有一个铁路通道叫“三尺门”。据《漯河市志》记
载，三尺门东边的一条路上有粮油行、土产日杂行、干鲜水
果行等门店。其中，万兴隆蛋场、祥盛魁油坊两家大商号也
在这条街上。万祥街中的“万祥”就取这两家商号名称的第
一个字。

抗日战争时期，天桥被日军炸毁，不复存在，但“天桥
街”这一名称却保留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漯河航运发展迅速，从1954年开始，
年货运量超过42万吨，占沙河水系的87%。漯河港成为
河南省最大的河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上下游拦河
闸相继建成，漯河航运断航，但天桥街已经深深留下了漯
河航运史的烙印。至今，沙河岸边还有当年航运码头的痕
迹。

紧跟历史的脚步，天桥街历经一次次蝶变。1955年
天桥街办事处设立。此地兴建了不少新型工厂。1986
年，漯河升格为省辖市后，天桥街归属源汇区。2004年，
召陵区成立后，天桥街划归该区管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天桥街街道依托深厚的商业文化
底蕴，以创新发展为工作主线，以追求卓越为发展取向，致
力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水平同步提升，成为漯河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

历久弥新 华丽转身再创辉煌

老漯河人习惯以铁路为界，把市区分为“铁东”和“铁
西”。过去，天桥街街道则是从市中心进入“铁东”的“第一
站”。

因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天桥街街道在很长时间内保持
漯河市商贸物流中心的地位，为城市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天桥街街道汇聚了漯河众多知名企业。这里有国有
卷烟中型企业漯河卷烟厂、全国知名的军工企业际华
3515皮革皮鞋有限公司，有远近闻名的光明路小商品批
发市场。

光明路小商品批发市场开市于1989年。鼎盛时期，市
场内有商户近千家，一度成为豫中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批
发交易市场。当时，市场内每天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被称
为漯河的“汉正街”“小义乌”。

天桥街街道辖区还有湘江路农机农资市场、水果批发
市场、电动车市场等一批专营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让天
桥街街道成为投资创业的理想之地。

一个历史街区，不应只有宽阔马路和四处耸立的高层
建筑，还应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和可延续的历史记忆。

位于人民路与金山路交叉口西北角的际华3515皮革
皮鞋有限公司始建于1951年，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作
为中国制鞋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该公司拥有建设于
上世纪50年代的老厂区。这里有大量俄式
建筑和东欧风格的工业建筑群，具
有很高的文化价值。2021
年，3515 工业建筑群

被确定为漯河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根据规划，未来3年至5年，这片区域将以“工业遗存+

文化+配套服务”为统领，打造3515工业遗存文化创意园
区。届时，这里将成为我市新的网红打卡地、城市会客厅。

百年老街天桥街被重新规划设计，将时光带不走的记
忆浓缩成长约300米的天桥影巷。人站在这里，仿佛进入
了时光隧道，穿越回上世纪。

天桥影巷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介绍天桥街街道的由来、
漯河火车站附近的变化和天桥街、万祥街等百年老街的变
化，以及近年来天桥街街道辖区的发展历程。通过植入文
化元素，天桥影巷实现了历史文化与群众日常生活相融合，
使百年老街换新颜。

家住天桥街街道罗家巷的张阿姨说，过去，很少能有人
说清楚天桥街的历史。天桥影巷让大家了解了这里辉煌的
过去。群众从中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

天桥影巷是天桥街街道大力进行老街巷改造的一个缩
影。天桥街街道以“百城提质”工作为契机，通过“大调研、
大走访”活动，根据群众意愿，结合辖区特点，投资500多万
元在全区率先启动老街巷改造工程，通过植入文化元素，依
托楼体改造，将历史文化、现代文明与群众日常生活有机融
合，实现了“老街巷亮起来、胡同文化活起来、老百姓笑起
来”。

“天桥义工”志愿服务品牌叫响全国

“天桥有群活雷锋，烟厂花园做义工。理发磨刀量血
压，捐衣缝补样样行。事情虽小意义大，关爱邻里显真
情……”这是流传在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居民当中的顺
口溜。作为在天桥街街道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居民，赵国锁
和苏永福没想到当初大家的义举竟然“引燃”了整个社区，
并且闻名全国。

2007年9月，退休干部赵国锁与苏永福、汪东京等同志
一起在烟厂花园小区发起成立了“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
当时，该志愿服务队里有退休工人、退休医生、热心居民等
17人。

最初，“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主要在社区义务打扫卫
生，在集贸市场疏导交通，受到群众欢迎。随着主动加入的
志愿者越来越多，“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逐渐增加了理发、
义诊、磨刀、修理自行车、法律援助、教育咨询、缝补衣服等
服务项目，并且固定于每周六上午在烟厂花园广场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

在天桥街街道漓江路社区的引导下，“天桥义工”志愿
服务队打造了“爱见周六”志愿服务项目。每周六，在“天桥
义工”志愿服务队的引领下，十多支志愿服务队伍为群众提
供服务。

17年来，“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规模不断扩大，目前
注册人数达2800多人，参加各类公益活动3万多场次，为
群众理发8万多人次，放公益电影300多场次……

如今，“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的服务范围从烟厂花园
广场扩大到全市许多社区、敬老院、建筑工地。“天桥义工”
志愿服务队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许多志愿服务团队前来
观摩学习，管理和服务模式被复制到全市许多城乡社区，影

响带动5000多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多年来，“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涌现出以赵国锁、苏永

福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义工，其中多名义工被评为全市五
星级志愿者、市慈善之星、漯河“十佳市民”、“漯河好人”
等。2021年11月，苏永福荣登“中国好人榜”。赵国锁先
后被评为河南省“最美志愿者”、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第九
届河南省道德模范，并荣登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好人
榜”。漓江路社区也先后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服务社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示范站、全国科普示范社区、全国“扫
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等国家级荣誉。

2022年，漓江路社区还获得河南省城市社区“五星”支
部荣誉，被省民政厅评为“五星”社区，成为我市唯一的“双
五星”社区。

漓江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靳会杰说，基层治理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和细胞，是党同人民群众保持
血肉联系的“最后一米”。“天桥义工”志愿服务队不断成长
壮大，为天桥街街道营造出“人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促进
社区发展”良好氛围，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实践样本
和有益借鉴。

百年天桥街百年天桥街 悠悠绽芳华悠悠绽芳华
■本报记者 杨 光

天桥街总能勾起不少漯河人的回忆。天桥街的历史可

以上溯至清末时期。100多年前，依托漯河“水旱码头”的便

利，工商业在这里迅速发展，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经过一

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天桥街一次次蝶变、一次次华丽转身，

始终与漯河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如今的天桥街街道产业兴旺、经济发达，新业态亮点纷

呈，勤劳聪慧的居民发展着令人惊叹的事业、创造着幸福生

活。天桥街街道党委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探索新时代基

层治理创新发展途径，取得了丰硕成果。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也

是召陵区建区20周年。天桥街街道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用

实际行动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天桥街街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