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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志·十景郑东（之六）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日新月异的繁华，改善了人们生产生活条件；灯火
辉煌的夜晚，难掩如意湖面泛起的点点乡愁。这座如意之城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正是乡愁的寄托。列子祠、东周古城、祭伯城遗址、小营点军台、大河村遗址……自
7月26日起，《郑州晚报·郑东时报》将以10篇专题文章，追访郑东新区千年绵延持
续的文化脉络，贯穿改革开放40年的乡土变迁。“留得青山有柴烧，留住乡愁有归
处”，让我们带着人文意识和诗意情怀回溯，一抔乡土，留住乡愁。

滔滔黄河千年见证
美丽杨桥古镇新篇

上期说了杨桥玉皇庙、杨桥碉堡群、台肖村尧王庙等传奇故事；本期说说杨桥
与黄河的不解之缘。

杨桥在黄河南岸，千百年以来小镇的兴衰始终跟“母亲河”的“脾气”息息相关：
历史上黄河水患多发，促成了杨桥黄河水道上唯一的园庙建筑佑宁观；为避水

患杨桥村人渐渐往黄河淤成的高处聚居，渐渐有了“龟宝地”的传说和杨桥村的形
制；清朝中期，作为水旱码头，杨桥镇的客货流量十分昌盛，形成了大小庙宇和庙
会；1938年蒋介石为堵日军，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淹没东南十几县，杨桥也在受
害之列；1968年杨桥引黄虹吸工程建成，供给辖区内的村庄用水，村民种上了水
稻；后来又大力发展水产养殖，2004年还被命名为“郑州市水产养殖专业村”；进入
郑东新区发展的新时代，杨桥境内的一口沉砂池保障了白沙园区内各条景观河渠
有清水、活水；正在开展的黄河湿地专项整治工作，使境内湿地达到复耕标准，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下良好基础。 记者 马燕 李江

前文说到杨桥“特别”，首先
就是名字中的“桥”字。

据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
汪松枝介绍，杨桥得名有三种版
本，一是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河道
从此入中原，在此用杨木架桥。
二是运河通航，南岸北通阳武县
城，河上有桥。三是唐时在此设
防驻军，各段均设有镇守而得名。

据明正德十年《中牟县志》
载：“隋炀帝开通济渠经此，跨渠
有桥，路通阳武县，镇以桥名。在
此设防驻军，每段各有镇守，所以
叫镇，镇之称由此而来。为唐宋
时期汴西（开封）名镇。”又重修杨
桥二庙记，云：“中牟之邑有杨桥
镇，去县西北五十里，旧称阳武桥
镇。汴流经其处，地沃壤而民丛
聚，托处于是者凡八百余户”……
从这两段史料记载，证明了该镇
的地理位置和镇史出处。同时也
记述了隋炀帝开挖的大运河由此
首入牟境，河入中原，两岸土地肥
沃。在明代中期杨桥就是拥有
800多户的大集镇。

宋金以后，汴河河道受黄河
多次决口影响，沿河经济一度萧
条。到明代中前期，河道疏浚，航
运恢复，经济复苏，这里又成为中
牟八大镇集之一。明正统十三年
（公元 1448年）黄河又一次大决
口，大流夺汴河故道一泻东南，经
大力治理，这里成了黄河永久河
道。杨桥镇是黄河的险工堤段，
是当时治理黄河的指挥中心。

在如今的杨桥村西北，有着
引黄灌溉水利工程渠道首闸，担
负着中牟境内 10多万亩土地的
灌溉任务。

据说杨桥镇历史上最频繁的决口
在清代，由于黄河底逐渐抬高，加之堤
防不牢固，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竟然
一年两次决口。决口恢复后，便在杨桥
镇南大兴土木，建成了宏大的佑宁观
（俗称大庙郭），成了清代黄河上最大的
园庙建筑。

据史书记载，佑宁观占地540亩，山
门巍峨，正殿美轮美奂，亭台、鼓楼数百年
间皆金碧辉煌。抗日战争时期，大庙郭已
经残塌不堪，留下一片废墟和碎砖破瓦，
不过仍可以看出大庙郭构建气势之宏大。

乾隆年间（公元 1761年）黄河再度
曾两次决口，激荡的黄河水一泻千里，下
游变成泽国。朝廷焦急万分，难有应对
良策，只能寄托神灵佑护。便在杨桥又
修了一座规模略次于佑宁观的河神祠
（俗称小庙郭）。祠内有御碑亭，碑高八
尺，阳面携乾隆皇帝御制碑文，记述大学
士刘统勋督工堵口工程始由：阴面镌御
别诗，诗意为描述当日决口险状及善后
核实情况。碑座是一个大石龟。石碑现
存郑州黄河博物馆，石龟现在杨桥，有身

无头，前些年修复的时候进行了重塑。
关于这个石龟有个传说：清朝道光

十五年的大年初一，市场商户发现头天
包的饺子全不翼而飞了。有一个叫吴立
三的人不信邪，特意躲在一个篓子里，到
了夜里，眼看着屋门吱呀一声开了，爬进
来一个庞大的乌龟，光脖子就二尺多长，
张开血盆大口把饺子吃了个空……

关于当时此地生活状况，有一首“龟
宝地”诗云：“村里四季水汪汪，夜间走路
扶着墙：寥寥几棵柳榆树，枝干虫蛀叶子
黄：屋墙卤的透明看，家具腿沤半尺长；
锅台上面长盐碱，青苔到处绿茫茫。”

这是对旧时杨桥人生活的真实写
照。水患连绵使杨桥村人不断向地势高
处聚居，于是旧时杨桥村的形制也成了
中间高、四周低，呈椭圆球冠状形，且南
端缩窄伸出一桥，极像一只大乌龟。人
们沿龟背建起了杨桥村庄和水旱码头，
并在龟头部挖了座桥，疏通水系，吸引附
近人们来这里集聚交易，盛时车水马龙，
一派安居乐业景象。据说是因为神龟护
地。“龟宝地”也因此远近闻名。

据祖辈讲，嘉庆至咸丰年间，杨桥码
头客货流量十分昌盛，而杨桥镇也是一
片繁华。所有杨桥的庙宇、庙会大都形
成在这个阶段。

今天的杨桥村是1980年~1985年间，
从较低洼的老村庄搬迁来的，新村址是乾
隆年间黄河决口冲砌而成的300余亩的
杨桥潭，后来经引黄淤溉后形成的高台。

关于“治黄”，在杨桥历史上的一个
关键点是 1967年开工建设的杨桥引黄
虹吸工程，1968年 6月 16日正式开始吸
水放水，与虹吸工程配套工程同时开挖
了虹吸河。虹吸河北临黄河大堤，向西
到金水区三坝村、黄冈庙交界处，南至北
周庄村、徐庄村、姚孙村，供四村用水。
这天起，杨桥引用黄河水种上了水稻。

后又建了杨桥引黄闸、一支河、二支
河，加上原先建的虹吸河，三条河灌溉全
村土地，彻底改变了杨桥农业的经济面
貌，通过引黄水源、淤灌，原先的盐碱地
成了肥沃的良田。

也许从真正告别水患的这天起，龟
宝地才真成了一方宝地。

杨桥人对黄河感情最深，黄河西自
来潼寨入境，东至永定庄出境。境内流
程约 5公里。随着新中国不断兴修水
利投入，引黄河水灌溉农田，这已经成
为杨桥村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杨桥
人还有一个自豪的荣誉：“郑州市水产
养殖专业村”——水产养殖是杨桥的支
柱产业，黄河鲤鱼是一大特色，全村水产
养殖面积达到4100余亩，占全村耕地面
积的78%。

圈塘养鱼不得不提，同样值得一提

的是杨桥境内的沉砂池。位置在规划的
沿黄大道以北，总干二支以南、杨桥干渠
以东，总占地面积379亩，用于对引黄水
水质的泥沙沉淀。

沉砂池的水去哪儿？——问渠哪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象湖、龙城明渠、永盛明渠以及杨桥
干渠……当你行走在白沙园区的景观水
域，看这清水、活水，陪同妻儿家人亲水、
赏水时，这口沉砂池便功不可没了。

杨桥“特别”，它是郑东新区唯一一

个负有黄河湿地治理任务的辖区。治理
湿地，除了要拆除、清理违章建筑，恢复
地貌，还要对湿地自然资源进行保护，界
定自然保护区、基本农田、饮用水源保护
区的范围和边界，更要构建湿地保护管
理长效机制，持续推进环境的优化和空
气质量的提升。在杨桥正在开展的黄河
湿地专项整治工作中，拆掉了湿地上17
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截至目前已经清
运完所有垃圾，正在恢复植被，“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里就是活证。

黄河之水，杨桥兴衰 水患造就的园庙建筑佑宁观

沉砂池和黄河湿地治理工程

黄河

——本文得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汪松枝老师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杨桥引黄渠首闸

修复后的河神祠碑 沉砂池

接上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