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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30年

这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虽然它不是郑州最宽阔的路，却被人们称为“河南的长安街”。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黄委会……这些重要的机关就坐落在它的旁边。
这是一条有着好听名字的路，因位于金水河边且与河平行而得名。1956年，国家建委批准郑州市规划

总图时定名。40多年来，人们走在这条路上，留下最深记忆的，起初是路两边参天的法桐，改革开放初期是
鳞次栉比的酒店。在21世纪到来时，拆墙透绿使得这条绿色景观大道更加展现出现代都市风情。而在
2008年，这里又将再次“变脸修身”，成为省会郑州的一张名片…… 晚报记者 杨观军 苏瑜/文 马健/图

它最初参照上海外滩规划设计 它被人们称为“河南的长安街”

金水路：由遗憾到靓丽的嬗变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年年 系列
报道

1．1999年7月7日，国家计委正式批
准郑州大学为“211工程”项目院校。这是
河南唯一入选“211工程”的高等院校。

2．1999年8月8日，河南省最大的食
品批发市场——华中食品新城开业。

3．1999年10月11日～13日，第12
届世界中等城市合作发展网（即“芝麻
网”）暨国际商贸交流大会（简称IBE）在郑
州举行。

为了更全面，更直观地反映那段充
满了激情和创新的历史，本报从今天起
隆重推出“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系列
报道之二——这里的 30 年”。试图通
过郑州 30 个真切而熟悉的场景变迁，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隧道，重新抚摸那
充满激荡的30年的心跳和脉搏。

历史揭秘：郑州的“外
滩”成为遗憾

今年 66岁的园林退休职工高秀兰，1975
年被调往紫荆山公园工作。因为冬季下班天
已黑透，街上灯光又很暗，她经常把花园路错
当成金水路，往往要走好远之后才能“迷途知
返”。“那时郑州的街道没什么个性化建筑，尤
其是花园路和金水路，路两旁都是参天的大
树，天一黑，看起来没什么太大差别。”

也许高秀兰不知道——其实很多郑州人
都不知道，金水路天生就与别的路不一样。这
个依金水河而建而名的路，有着“高贵”的血
统，像是流落凡间的“布衣王子”。

见证人是郑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副研究
馆员刘均一老先生。早在2000年，提起金水路

“出身”的那段历史，从1953年就参与郑州城市
规划，被人们尊称为“活字典”的刘老，就曾无
限感慨地说：金水路要按当时的规划建，那一
定是很漂亮的，当初可是参照上海外滩规划设
计的……

据刘老回忆，因省会 1954年 10月要从开
封迁郑，从 1953年起，就开始围绕这一迁移搞
郑州市的城市规划了。“一五”郑州城市规划是
在两位前苏联专家穆钦和巴拉金的指导下完
成的，其基调为花园式城市。当时的郑州市副
市长史隆甫还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城市规划专
家——程壬总工程师，他在规划金水路时，看
见波光粼粼的金水河，便想到了上海市政府大
楼前的黄浦江、外滩。于是，他眼睛一亮，一个
颇具外滩风格的金水路规划就形成了。

路北边是庄重、典雅的省府机关办公楼，
而路南边沿金水河则建成滨河绿化带。“船在
河中走，人在岸上行，绿树掩红花，鱼翔听鸟
鸣”。规划的是多么美妙啊！

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种种原
因，这一美妙的规划永远停留在了图纸上。

从 1953年 10月 11日，金水路开始修建铭
功路至医学院广场一段泥结碎石路面——
1954年向东延至经三路——1955年再向东延
至燕庄桥。后经多次改建，一度装饰的花坛没
了，全线变成“一块板”路面。只是 1994年“四
桥一路”的建造，为其增添了一抹现代感。

2000年 5月，郑州市决定投资 2000万元，
对金水路东段（中州大道-文化路）进行综合整
治。5月30日，金水路东段综合整治动员大会
召开，与会的省、市有关部门及驻郑部队领导
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心声：省市联动，军民共建，
齐心协力，排除困难，10月 1日前，高标准、高
起点地完成综合整治任务，把金水路东段建设
成为开放的、具有高文化品位、优美宜人、独具
中原特色的绿色迎宾大道。

这次在对金水路东段进行规划设计时，政
府就是强调“听”字，倾听专家意见，倾听市民
呼声，听取不同声音。

“规划方案要考虑两边建筑物的和谐、公
共设施的艺术化配套。”

“既然是绿色迎宾大道，首先突出的应是
‘绿’字，综合整治千万不要伤及人行道上的法
桐。”

郑州市民通过电话、信函，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描述了自己心中的金水路……

虽然，这是一次不设任何奖顶的市民参选
活动，这是一次由评选 4套规划设计方案而拓
延到郑州该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大讨论。雪
片般飞来的一张张附有建议和意见的选票，其

实就是一双双关注自己生存环境的目光。
沿街需拆迁的单位，虽然经济利益上要

受到损失，但在大局面前，配合、支持的程
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省军区雷厉风行，
率先拆除了自己沿街的门面房，打响了拆迁
的“第一枪”。中州宾馆、河南中医学院、省
电影制片厂、市自来水公司井水厂、省政府
招待所等单位在 10天之后，将应拆除房子全
部清理完毕。

经过参加综合整治大会战方方面面的 65
天日夜奋战，金水路东段由美妙的规划变成了
令人赏心悦目的现实。

这里变成了一条绿色的长廊——新增了
10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35万平方米庭院绿地
透栏而出。绿如织毡的草坪、美丽的花灌木图
案，高大挺拔的法桐在绿色泛光灯的照射下，
晶莹剔透，“绿色”的乐章在这里鸣奏得更加响
亮。

这里变成了流光溢彩的灯的世界。广场
灯、跨街灯、草坪灯、庭院灯、泛光灯，营造着热
烈、温馨、典雅的气氛。“龙的故乡”“月季之韵”

“生命乐章”“热带风光”等十几组灯光雕塑，无
不体现着个性化、动感化、艺术化的设计理念。

1997年，是郑州城市环境建设大行动的开
始，目标是让郑州“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
起来”。

郑州开始变美了。人们欣喜之余却又发
现：金水路却落伍了。即将步入 21世纪的金
水路在日益繁华的同时，其环境和交通存在的
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省会这一窗口地
区的形象。

先说建筑，沿路两侧的建筑有相当数量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的，风貌单调、破残较
多。建筑立面缺乏协调、统一，建筑密度较大，
尤其是沿街违法建筑，临时建筑封闭了空间，
割断了街道和庭院的关系。低品位的门店充
斥街头。

再说绿化，由于建筑物密度较大，挤占
了绿化、美化空间，沿街大部分单位都达不

到规定的绿化率指标。虽然金水路因种植
法桐而形成绿荫大道，但是，那只是抬头看
见的绿色，如果平视，则看不到多少绿色，树
种单一，缺乏色彩，没有营造出错落有致的
视觉美感……

曾于 1992年至 2003年间历任郑州副市
长、代市长、市长的陈义初在接受采访时说：

“现代化不是以高架桥和高楼大厦为标志。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
是郑州这个省会城市比较特别，省市两级政
府机关分别位于东西，这样一来，东西的畅通
尤为重要。”

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遗憾，但我们没有理由
让它永远遗憾下去。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个
月的时间里，省、市领导决定综合整治金水路东
段，从而奏响了拆墙（房）透绿的“东进序曲”。

奥运年再向活力、绿
色、文化变身

提起金水路改造的遗憾，近日陈义初
在接受采访时说，紫荆山立交二层总是堵
车，当初不应该建成圆盘。应该再大一些，
像医学院立交那样，更有利于通畅。除此
之外，金水路还有三点可完善的地方，一是
解决行人通行的问题，可以多增加人行地
下通道，通道下可增加商业服务设施方便
行人；二是经三路和城东路的连接问题，可
以考虑架桥；三是随着郑东新区的发展，中
州大道以西道路的改造要提上日程。

“这里太堵了，几乎每天都会被困在这
儿。”许多人开车到金水路金桥宾馆至沙口
路一段时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不过，人们的烦恼不会持续太久，今年
8月初，郑州市金水西路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部传来消息，政府已决定对这段路进行改
造，金水西路正向活力、绿色、文化变身。

金水西路整治工作，西起建设路医学
院立交桥，东至东明路，全长 5737.5 米。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沿线拥堵情况，将对两
个瓶颈路段进行规划整修：金水路（大石
桥-沙口路段）在金水路下穿京广、陇海两
大铁路立交的两侧进行箱桥扩孔，将现宽
30余米的三孔箱桥扩至 5孔，整体扩宽近
20米。金水路（金桥宾馆-大石桥段）改混
合车道为机动车道，并在北侧拓宽 8米左
右，由双向 4车道增加为双向 8车道。这两
个交通“瓶颈”疏通后，上、下四桥一路将
更加顺畅，机动车时速可达 60公里。

根据整治规划，将以浅黄色为主色调，
对金水西路沿街建筑立面进行精装修和粉
饰，赋予街道勃勃生机。并按照园林城市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要求，近期，将在沿
线 11处节点建设园林景观。金水西路（大
石桥-河南宾馆段）南侧挡土墙南移，并在
墙上雕刻体现中原文化、商城文化、黄河文
化的浮雕。全部工程计划9月20日完工。

金水路是郑州的一张名片，经过修整
将更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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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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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感越来越浓烈的金水路现代感越来越浓烈的金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