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0日，记者从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郑州市贾鲁河保护
条例》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新修订的《郑州
市贾鲁河保护条例》
自3月1日起施行。该

《条例》既是我市首次
协同立法实践、区域
协同治理的创新，也
是地方立法形式的创
新，将进一步巩固贾
鲁河综合治理成果，
以法治之力守护千年
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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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看“蓝色妖鸡”
我国特有鸟类蓝马鸡
入住郑州市动物园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通讯员 李文
悦 文/图）继美洲豹后，近日，郑州市动
物 园 鸟 语 林 引 进 了 一 群“ 蓝 色 妖
鸡”——蓝马鸡，为游客增加了新看点。

蓝马鸡有着艳丽的蓝灰色羽毛，长
得像野鸡，体态非常优雅，因其尾羽披散
下垂如马尾，故名蓝马鸡。蓝马鸡属于
雉科马鸡属，是马鸡的一种。值得一提
的是，蓝马鸡只产于我国，是我国特有鸟
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蓝马鸡整体羽毛呈蓝色，头上有簇
白毛，眼睑外有红毛，眼睑下有白毛，尾
羽尖端呈黑色，尾羽由 24 根羽毛组
成。它们的体型比普通家鸡大，身长 1
至1.2米。

蓝马鸡是群居鸟类，在野外每群通常
维持在10～30只，最多可达100只以上。
每一群的领头鸡被称作哨鸡，每当天色蒙
蒙亮，随着哨鸡发出比家鸡响亮得多的叫
声，群栖在树上的蓝马鸡们开始雄壮有力
地“大合唱”，场面非常壮观。

据市动物园管理人员介绍，别看蓝
马鸡群居时声音很大，它们实则性情机
警而胆小，哨鸡一边走一边警惕地环顾
张望，稍稍受到惊扰就会发出警报，众蓝
马鸡便立刻四散。

蓝马鸡被发现有 1000 多年历史。
唐朝时，宁夏地区所呈朝廷贡品里有叫

“鸟翎”者，据考证即为蓝马鸡的羽毛。

原《条例》制定时，贾鲁河综
合治理还在进行施工，综合考虑
工程建设安全和防汛等因素，彼
时规定了堤顶道路禁止社会车
辆通行。

目前，工程建设已基本结
束，贾鲁河堤顶道路可否通行？

对此，市水利局负责人介
绍，为满足市民到贾鲁河亲水休
闲娱乐的需求，让群众充分享受
贾鲁河治理成果，新修订的《条
例》对堤顶道路通行问题作了进
一步明确，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逐步放开堤顶道路，方便市民通
行：沿河两岸滨河路、丽水路已
经通车且与贾鲁河堤顶道路能
够相互衔接，满足车辆通行要求
的，可以放开堤顶道路，满足市
民通行需求；沿河两岸滨河路、
丽水路尚未建成的路段，考虑到

停车及市政道路和防汛路段衔
接等问题，需待建设完成后，再
进一步放开相应的堤顶道路。

堤顶道路放开后，休闲娱乐
人数与车辆会大幅提高，我市还
将采取提升车流量较大区域堤顶
道路级别、提高管养标准、在防汛
路与社会市政道路交叉路口增设
限速限高限重设施、增加安保巡
逻人员、积极引导社会车辆停放
到指定停车场等措施，保障堤顶
道路畅通，方便市民通行。

需要提醒的是，贾鲁河承担
着全市 85%的洪水下泄任务。
防汛期间，贾鲁河堤顶道路是为
防汛、抢险车辆、物资通行的便
捷通道，承担着防汛抢险的重要
职能。根据《条例》规定，在此期
间禁止与防汛无关的一切车辆
通行。

协同立法守护千年古河，新修订的《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3月1日起施行

逐步放开贾鲁河堤顶道路
除禁钓区，其他区域都可垂钓

郑州首次实践协同立法
推动贾鲁河流域系统治理

郑州贾鲁河，宛如一条碧绿的绸带，
环绕在城市腰间。她不仅是一条自然的
河流，更是郑州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见证，
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与记忆。

河水悠悠，波光粼粼，漫步河畔，微
风拂面，仿佛能听到历史的低语，感受到
岁月的流转。

为贯彻“安全河、生态河、景观河、文
化河、幸福河”的治河理念，推动贾鲁河
流域系统治理、协同发展，2024年，在省
人大常委会的指导部署下，流域四市郑
州、开封、许昌、周口开展贾鲁河保护协
同立法工作，并确立了“省人大统筹、郑
州市牵头、四市共同起草”的模式。

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指导和部署
下，郑州市作为牵头单位，以“修订”形式
参与协同立法。市人大常委会准确把握
时间节点，充分发挥牵头作用，扎实有效
推进协同立法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在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了
郑州担当。2024年11月28日，省人大常
委会同时批准郑州、开封、许昌和周口四
市的贾鲁河保护条例。四部《条例》自今
年3月1日起同时施行。

“这是我市首次协同立法实践，是区
域协同治理的创新，也是地方立法形式
的创新，既回应了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
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又充分发
挥了立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作为贾鲁河发源地，我市主
要从制度体系建设、水生态保护和水灾
害防治、协同执法等方面建立协同制度，
实现跨区域协作。

建立市际区域协同会议制度，加强
与开封、许昌、周口等城市的沟通协作，
定期协商解决流域水生态保护等重大事
项，建立生态环境、资源、水文、气象、自
然灾害等监测网络体系和信息共享系
统，实现信息共享。

同时，郑州与开封、许昌、周口等地协
同推进贾鲁河流域基础建设，提升贾鲁河
流域综合承载能力；建立防洪工程联合调
度机制，统筹做好贾鲁河流域水灾害防治。

对于垂钓爱好者而言，最为
关注的是贾鲁河沿线是否可以
钓鱼？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贾鲁河治理水平的不断提
高，为进一步满足市民休闲需
求，新修订的《条例》规定除部分
区域禁止垂钓外，贾鲁河其他区
域全部放开。

禁止垂钓区域包括4个方面：
天鹅保护区禁止垂钓。划

定 贾 鲁 河 疣 鼻 天 鹅 栖 息 地 保
护 管 理 范 围 是 东 起 京 广 快 速
路、西至科学大道。高新区属
地 管 理 段 为 东 起 高 新 区 欢 河
桥下游 420 米，西至科学大道；
惠 济 区 属 地 管 理 段 为 东 起 京
广快速路，西至高新区欢河桥
下游 420 米。

安全风险隐患较大的区域
禁止垂钓。出于对垂钓爱好者

人身安全考虑，沿河道拦河坝、
闸上下游范围、高压线下左右
50 米范围内严禁垂钓。同时

《条例》实施后，拦河坝、闸区域
将会设置比较明显的禁钓区标
识标牌。

防汛响应期间禁止垂钓。
降雨期间河堤湿滑，河道水位变
化大，考虑市民人身安全，防汛
响应期间禁止垂钓。

其他需要禁止垂钓的区域，
后期将征求相关部门、沿河区县
（市）、开发区管委会、部分社区
及钓鱼爱好者意见建议，综合考
虑安全和市民休闲需求，设置禁
钓区。

除以上区域和时间段禁止
垂钓外，贾鲁河其他区域全部
放开，供广大垂钓爱好者休闲
娱乐。
记者 董艳竹/文 马健/图

逐步放开堤顶道路 方便市民通行

除部分禁钓区，贾鲁河其他区域全部放开

东三环西侧贾鲁河段的美丽小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