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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间四易其名

亚星桥得名只有 14 年的历

史，但他的前身却历经数十年的
沧桑。亚星桥最初名叫朝阳桥，

始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在
这之前为一小木桥)，大桥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桥高为十二米左
右、六米多宽、一百多米长。

1948 年潍县解放后成立潍坊特别
市，市政府为纪念 1946 年 4 月 8

日在重庆参加谈判的代表团返回

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失事牺牲

的邓发、博古、叶挺、王若飞等

烈士，将朝阳桥命名叫“若飞

桥”；将西城的城里大街命名叫

“邓发街”即现在的东风西街；

东城的东关大街命名叫“叶挺

街”即现在的东风东街；将南门

里的大街命名为“博古街”即现
在的向阳路。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若飞

桥已不适应当时的交通需求，市

革委会决定对旧桥拆除重建。按

当时的条件，在一百天的时间内

建成，在今天看来是一件不可思

议的事情。记得拆除旧桥过程

中，没有机械破碎设备，只得先
将其爆破炸塌，再用人工抡大锤

的办法一点点砸碎，拆出来的方

型钢筋，最粗达四十多毫米见

方。残留下的桥墩，直到三十多

年后的今天，在白浪河治理改造

过程中才陆续清理干净。重建后

的新桥改名叫东风桥，为三孔双

曲拱桥，该桥高为十八米，宽度

是原桥宽的三倍，北移十米左

右。随之，城里大街和东关大街

也改叫了东风大街。

潍坊的繁华中心

1973 年 7 月 1 日大桥建成通

车典礼，聚集了十几万人在此观

看，狂热的人群将东风桥挤得水

泄不通，口号震天、歌声嘹亮，

彩旗、大标语横幅挂满桥的两

端。游行队伍中，彩车上巨大的

红旗模型上的枪头部分，时不时

就要将它放倒，以免被桥上的电

线挡住，红旗两侧站的全是真人

打扮的革命样板戏中的人物：李

铁梅高举红灯目视前方、杨子荣

打虎上山藐视一切、郭建光手端

驳壳枪威风凛凛等等，各种神态

姿势煞是好看。

潍坊有史以来，桥的周围一

直是潍坊的市中心。解放以前，

桥西首的北坝崖商业街，两旁店

铺，鳞次栉比，是老潍县最繁华

的地区；始于清初的潍县沙滩大
集，更是名扬四方，民间流传有

“卖不了上潍县，买不着上潍

县”之说。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至八十年末这段时间，更是

鼎盛时期，是潍坊的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中心。桥西首便是有名的潍

坊新华书店、新华影剧院、中国人

民银行、东风照相馆、东风商场和
东风街小学；东首则是有名的庆丰

楼饭店、国营东风副食品店、国营

东风菜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让潍坊人引以自豪的“冬梅”牌收
音机、收录机生产企业——— 潍坊无
线电厂，就坐落在桥的东首，她的
产量曾居全国首位，辉煌一时，名
扬四海，在当时也是潍坊的最高建
筑之一，她与东风桥珠联璧合，共
同成为了潍坊的标志性建筑。

亚星桥诞生

1987 年的夏天，潍坊市的城
市改造大规模展开，北坝崖街从
此消失，在原址上修建的以东风
桥为中心的白浪河公园，成了市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
的腾飞，东风桥的通行能力已严
重地阻碍着城市的发展，缓解交
通压力迫在眉睫。 1996 年，市政
府决定以出让冠名权和广告经营
权的投资建设方式，对她进行扩
建改造，潍坊亚星化工集团成为
了她的投资建设单位，并以亚星
桥命名。该桥在原桥的基础上，

又在两侧分别建设了两座桥梁并
与原桥整合为一体，主桥面三十
六米，总宽达到了四十三米，汉
白玉的栏杆上，雕刻着亚星标识
和风筝图案；桥中央，四根不锈
钢拱型方柱，将一个星球图案的
不锈钢雕塑高高托起，她的建
成，使白浪河景区更加亮丽。

如今，白浪河上的亚星桥就
像一台永不熄灭的发动机，成为
了潍坊市的心脏，泰华休闲购物
娱乐城、国美电器、苏宁电器、

三联家电、中百佳乐家等高档商

场和商业巨头亲密相拥；银行、

书店和豪华住宅紧随身旁；通济

门、绿瓦阁、奎文门、十笏园等

古文化旅游景点更是锦上添花，

娓娓道来、数不胜数。潍坊正在

朝向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迈进，

饱受太多苦难经历、历尽岁月风

雨沧桑的亚星桥，再次重新焕发

青春，更加宏伟、秀丽和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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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静观世间衰荣

亚星桥前世今生

东风大街是潍坊
城区最繁华的主干道
之一，白浪河将其一

分为二，如今一座桥

将 其 连 接 ， 串 起 潍
城、奎文两区，名曰

亚星。这座桥已经存
在了近 80 年的历史，

其间多次更名，数次
重建，经历了潍坊数十
年的历史，也见证了潍
坊数十年的繁荣发展。

50 年代的东风桥

70 年代的东风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