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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福桥
长：141米 宽：4米

建成年份：2001年1月

主要特点：湛河上首座造型新颖的吊杆桥
简介

“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
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11月 12日
上午，初冬的暖阳娇而不艳，在众福桥北
侧小广场上，几位市民和着《鸿雁》的悠扬
旋律翩翩起舞。阵阵清风吹来，枝头干黄
的树叶沙沙作响，墨绿的柳枝随风摇摆。

小桥方便两岸人

临近中午，原本寂静的众福桥上不时
传来嬉笑声，那是三五成群的小学生放学
了，手上拎着蔬菜、水果的“上班族”下班
了。这座桥两端分布着我市规模较大的居
民住宅小区，南侧的西苑小区在上世纪90
年代末建成，是当时我市重要的安居工程项
目，目前有30栋居民楼、2400多户居民。桥
北侧的湛北路、彩虹路、曙光街沿线更是集
中了我市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家属院。

“我刚搬到西苑小区时，这座桥就建
成了，我们都叫它彩虹桥。”市民丁树立
说，他老家在叶县，后来由于生意需要，
搬进了市区，先是在湛南路中段河滨公
园附近租房，1999 年下半年在西苑小区
买了房，自此在鹰城扎下了根。但是当
时还没有众福桥，两岸的居民去对岸要
绕道500多米外的光明路湛河桥，尤其是
学生上下学很是不便。众福桥建成投入
使用后，确实成了一座方便群众的“连心
桥”。丁树立还说，众福桥刚建成时没有
路灯，夜晚过桥有些不安全，后来不少市
民向我市相关部门反映了此事，桥上安

装了路灯。“我们家还真是跟桥有缘，以
前我们租的老房子正对着文园路湛河
桥，如今的小区正对着彩虹桥，这两座桥
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丁树
立笑着说。

小桥亦有高颜值

“这座桥不仅方便大家的生活，颜值
也是没得说。我还记得前些年桥体大修，
我们都盼着早点修好，果然面貌一新。”家
住彩虹路中段的方俞霞说，2018年众福桥
大修后，桥两端增加了活动广场，方便市民
休闲娱乐。晚上到桥上散步，灯光闪烁，
河与桥交相辉映，夜景美不胜收。

据市政维修二队队长张书坤介绍，
2018年初，市住建局检测了使用十多年的
湛河众福桥性能，发现此桥安全系数降
低。于是在桥两端放置通告牌，提醒市民
行经此桥时应加快通行速度，不要在桥面
上逗留和嬉戏打闹，并禁止非机动车通
过，以缓解桥梁的承重压力。

随后，众福桥开始了建成以来最大规
模的全面加固维修，在两个多月的施工期
内，进行了桥体加固、拉索更换、金属桥件
刷漆、桥身美化、桥面整修铺设。当年8月
底，众福桥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市民面前。

小桥名字有来头

“正在施工的湛河众福桥东边挖出了

古石碑。”两年多过去了，在平顶山晚报
新闻热线登记簿上，依然保存着市民曹
先生的新闻报料。那是 2018 年 7 月 1 日
下午，烈日炎炎，工人们汗流浃背地在众
福桥北端施工，曹先生所说的位置在桥
北端东侧约 20米处，这里挖出了两通石
碑和 3个石柱。当时附近大型施工机械
正在作业，准备铺设热力管道。开挖掘
机的郭师傅说，石碑是他施工时挖出来
的，以前他在别的地方也挖出过类似的
东西。

两通石碑都比较完整，可辨认出部分
字迹，一通石碑上有大字“皇帝万岁”，另
一通石碑上有大字“观音堂”，两通石碑上
都有“宝丰县九里山东留村”字样，落款日
期一个是隆庆元年，一个是隆庆二年。石
柱中有一根上面有浮雕，似乎是龙的图
案。市文物管理局、新华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市文物管理局考古专家王红伟认为，
这两通石碑都是功德碑，分别记载了当
地人兴建圣母殿和观音堂的情况。隆庆
是明穆宗的年号，隆庆元年、隆庆二年分
别为公元1567年和 1568年。按照当时的
行政区划，此地属宝丰县，所以有“宝丰
县”字样。

王红伟还说，上世纪90年代我市进行
湛河治理时，附近曾发现一通石碑，他当
时就在发掘现场，那通石碑记载着当地古
时的一座桥名为“众福桥”，后来在这里新
建的大桥就用了“众福桥”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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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底，维修施工结束，众福桥以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市民眼前

从空中俯瞰，众福桥和西侧新建成的热力虹桥在湛
河上构成了红蓝相映的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