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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 2010年开挖，涉及的建设村庄如
北宋庵、小黑岗、新村、陈岗等地的村民都
积极投入到了拆迁开挖之中。如今建成的
龙湖水“清似清泉，纯似矿泉，鱼人同见”
（语出《南录庄村史》），龙湖水的上层是引
黄河水经过沉砂池从上游注入，下层是井
眼冒出的天然井水，水中无杂草、杂物，正
应了“流水不腐”的老话，是旅游观光玩水
的好去处。老村人把它类比为杭州西湖或
云南的卢沟湖，都说龙湖“举世无双的清
奇”，是“家乡的骄傲”。

如今的龙湖，水域面积近 6平方公里，
加上老城的金水河和熊儿河、贾鲁河、东风
渠等流经而过，形成完整的城市生态水
系。沿河流两岸布建河川公园，形成贯穿
全市的生态走廊，根据国内外专家对龙湖
水质保护研究的成果，龙湖管理运行综合
运用黄河引水、大气降水和地下水补充，利

用暴雨径流、水质控制，使水质达到了身体
可接触的水平。

龙湖湖心的龙湖金融岛，龙湖副 CBD
是郑东新区建设的点睛之笔。内外环共
44 栋建筑群合围，占地约 1.07 平方公
里。综合《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
2020 年）》及《郑东新区概念性总体规
划》，龙湖地区功能被定位为城市旅游休
闲以服务为中心、以生态为特色的高档住
宅区。

在龙湖与龙子湖之间的“风水宝地”
间，平安大道北、石武高铁西、熊儿河畔，矗
立着连片的龙兴嘉苑小区，这里住着龙湖
建设涉及的花沟王村、弓庄、魏庄、八里庙、
陈岗等行政村。小区内有双气，配建地下
停车场、活动广场等，幼儿园、卫生所、超市
一应俱全，不出小区就能满足生活的基本
需要。

乡土志·十景郑东（之七）

龙湖：与黄河文明相伴的沙岗记忆
如果你去跟60岁左右或者更年长的“老郑州”聊天，问

他对曾经的郑州“大东郊”记忆如何，他一定会提到“卖沙”
“养鱼”“植树造林”几个关键词。的确，在郑东新区的开发
建设系列史料上，也记载这片土地曾经“满是荒草和鱼
塘”——郑州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东北地区又曾是黄河故
道，由于历史上的黄河淤灌、地势下洼，土地盐碱化比较普
遍，又有西起原柳林镇沙门村，东南一直延伸到原祭城镇贾
岗村沙岗，风起沙扬，掩埋农田和房屋。在开展防风治沙运
动前，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在如今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的辖区内，几乎曾经所
有的村庄都是从风沙之患中走过来的。从曾经的风沙
之地到今天的龙湖副CBD，坐拥近6平方公里的龙湖生
态水系，身处绿化面积近50%的如意之城，这一带都经
历了什么？

缘起：刘秀“巧摆黄沙阵”
西汉时期，黄河决堤，一些地

势低洼的村庄很快被洪水吞没，
水退后，大量的泥沙就堆积在今
郑州东北一带的方圆数十里的区
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
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沙岗。遇
到刮风天的时候，远处的沙土也
被吹到这里聚集，沙岗就变得越
来越大。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建
立新朝，刘秀在南阳起兵讨伐王
莽，一度兵败，北退至黄河南岸，
王莽大军追至，刘秀无计可施。
刘秀看到沙岗，又观察到将要起
风的天象，就命几万大军整夜劳

作，摆起黄沙阵，堆出了 40座大
沙岗，摆成“黄沙阵”。战鼓擂
响，刘秀军队躲在沙丘后作战，
王莽军队逆风而战，风沙眯眼，
一败涂地。

刘秀堆出的最北边沙丘，就
是如今沙门村的位置。沙门，顾
名思义为“风沙之门”。为了防
风固沙，明朝嘉靖年间，有附近
居住的村民广植柳树。连片成
林，也就有了“柳林”。（据《郑州
市金水区志》）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省政府为了治理沙岗，
对郑州东北的沙区进行过摸底，
共有大小沙丘72座。

从风沙之城到“绿城”的记忆

据记载，沙岗附近的群众饱
受风沙所带来的灾难：每当风起，
空气能见度就直线降低，埋没农
作物、侵蚀土壤，降低土壤肥
力，使作物发育延迟。厚厚的
沙尘也会笼罩房屋，经历过的
老人形容是“吃饭不敢开门，站
在屋外说话一张嘴就要吃一嘴
土”。距离沙岗比较近的房屋
还会因沙丘迁徙被掩埋坍塌。
有经验的人说沙岗每 10年就会
向南“打一个滚”,一个大沙岗
“打一个滚”就有 100多米，像曾
经的花沟王村，就生生被沙岗
冲成了南、北两个村庄。

与沙岗记忆相伴的，还有老
百姓的“苦中作乐”：在原南录庄
境内有座不到百亩的小沙岗，中
间高、周围低，最高处的南边有个
陡坡，村民从上缘往下滑就像“坐
滑梯一样”，有“正月十六爬沙岗
不腰疼”的说法——每年正月十
六这一天，村民和孩子都会从四
面八方赶来爬沙岗滑斜坡，熙熙
攘攘，络绎不绝。

“人与天斗”的防风固沙的抗
争在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遗憾
的是也从未取得明显成效。直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
1950年开始，为了治理风沙，政

府号召、发动起了植树造林、防
风固沙运动。如今的郑州森
林公园前身——1951年建立的
郑州市林场，就是为了给当时的
沙岗设置自然屏障而来。

在后来的治沙运动中，郑
州林场协助周边各村提供树
苗，促进植树，使沙岗周边各村
数十米的田地边缘全都栽上了
树，村庄周围还种上了 100米宽
的防护林。当时有句防风固沙的
口号广为流传：“贴上膏药打上
针，叫他永世不翻身。”

直到1970年，先前植树造林
运动中栽下的树苗都已经长成
了郁郁葱葱的大树，曾饱受沙
患的村庄也彻底告别了被风沙
侵害的历史。据参与治沙的老
人回忆，当年运输工具稀缺，全
靠男女老少齐上阵，人力、肩
扛、怀抱、铁锹刨挖。为了治
沙，群众还因地制宜，探索出了
行之有效的办法：增加地面植
被覆盖，改进农业技术措施和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这些都
对日后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

所以，上世纪 80年代，郑州
被称为“绿城”，真的是全市植树
造林、防风固沙的成就。

变害为利，卖沙养鱼的探索

在今天的郑东新区副 CBD龙湖金融
岛一带，就曾有上千亩的沙岗。因为郑州
城市的建设，已在防风固沙战役中取得阶
段性胜利的郑州东郊人迎来了历史的机
遇——因为沙岗的砂质好、沙粒大，是建
筑业不可缺少的材料。从 20世纪六七十
年代，附近群众开始认识到沙岗是一种可
用的资源。但是出于当时生活水平的普
遍低下，黄沙价格非常低廉，大致每立方
米只有两三角钱，一拖拉机不过卖五角
钱。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建设的步伐
加快，建筑业发展迅速，黄沙的价格也与
日俱增。到了 1980年前后，黄沙价格涨至
每立方米 2元左右，很多群众都成了从事
以拖拉机运送黄沙为主的个体运输户。
1990年前后，每立方米黄沙价格又成倍增
长至10~20元。

据相关资料记载，1983年底，南录庄的
沙岗卖完；1990年左右，花沟王村、陈岗村
的沙岗卖完；2000年，弓庄的沙岗卖光……
相同的情况在周边的村庄类似。

由于地处黄河故道，龙湖一带地势下
洼加之排水不畅，土地盐碱化比较普遍，不
适合种植农作物。1974年前后，经过引黄

灌溉，挖沟排涝，实行道改淤灌，土质有了
改善。但水连水、沟连沟形成的水池和河
沟也带来了不少野生鱼，资源丰富。在生
活条件差的时候，群众就捕鱼维持生活或
拿到集市上卖以补贴家用。1978年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又逢沙岗治理、土质改良成效
显著，附近的农业发展良好，粮食连连丰
收。温饱问题解决后，群众在政府的指导
下，发展鱼虾养殖业，开始为渔业发展勾画
美好前景。

1990年前后，在沙岗即将售空、国粮
农计划在祭城援建“2814项目”，使养鱼
业得到迅速的发展，迅速形成规模，千亩
土地连片，鱼塘比比皆是。直到今天的
龙湖开挖，20余年间，参与养殖业的群
众家家都富了起来，村里的小楼房鳞次
栉比。

比较典型的比如曾经的南录庄，在
1983年沙岗卖完之后，1984年又将沙岗
底部推成了鱼塘，发展水产业。后来这
鱼塘又通过了辖区无公害水产品的产地
认定。

由此，与黄河文明相伴了几百年的沙
岗历史，就彻底终结了。

“清似清泉、纯似矿泉”的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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