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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年年 系列
报道

１.2001年9月6日 郑州中法原水有限公司、郑州中法供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郑州中法原水有限公
司和郑州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均为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与中法水务投资（郑州）有限公司合作兴办的中外
合资企业。该合作项目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合作双方各占50%的股份。

２.2001年9月21日郑州市市直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全面铺开。这次机构改革，我市市直党委部门设置
8个工作部门和1个部门管理机构，比原来机构减少3个，精简25%。市政府的工作机构设42个，比原有机
构减少7个，精简14.3％。

３.2001年１０月１０日，郑州市卷烟营销体制实现重大改革。郑州市区的卷烟零售商户批发卷烟再
不用到卷烟批发部购买，坐在店里享受上门送货服务变成了现实。

４.2001年１０月18日 市公用事业局建立的郑州市公用事业“１６０”热线服务系统正式开通，市民
将可通过它对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市政建设施工、黄河浏览区旅游服务等关心的问题进行咨
询、建议、投诉、监督。 郑州晚报、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联办

东风渠已经美起来亮起来了，但能否依托
它产生经济效益呢？以“滨水带”为主打的圣
菲城在利用东风渠美景的同时，自己也成为美
景的一部分。

2007年 5月 31日召开郑州市对外开放暨
商务工作会议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出，
郑州市准备把东风渠建成“秦淮河”。

其实早在 2004 年东风渠进行景观改造
之时，就有人提出将东风渠打造成南京秦淮
河的构想。据郑州市商务局办公室的有关
人士介绍，为了打造东风渠，郑州市相关领
导考察了重庆、武汉、南京等地，明显感受到
郑州的第三产业跟这几个城市有差距。如
果真的能学习南京秦淮河，通过商业化运

作，引进几家大公司把东风渠治理好，沿河
两岸建娱乐设施，那么，将会提升郑州北区
建设的层次，发展文化消费，比如成都的茶
文化。

2008年 4月 2日，郑州市东风渠十里银河
湾餐饮休闲滨水带项目规划评审会召开，将
东风渠打造成“郑州秦淮河”的规划开始步入
具体实施阶段，金水区计划将东风渠北岸５
公里地段建成精品化餐饮休闲带。

从规划蓝本中我们清晰可见，全长 19.7
公里的东风渠，其中北林路街道办事处辖区
内北环快速路至中州大道段的这 5 公里长的
河岸被花园路、经三路分为三段。中州大道
至经三路 1.6 公里为东段，这里将实施餐饮、

休闲项目相结合，引入粤菜的早、晚茶项目，
提升郑州市居民的早间餐饮档次和规模；经
三路至花园路 1.1公里为中段，将以郑州鱼翅
皇宫大酒店为中心，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国
内一流的顶级餐饮业态；花园路至北环快速
路 2.3 公里为西段，将以休闲吧坊业态为主，
利用整条街区幽雅清静的氛围，鼓励以酒吧、
咖啡屋、西餐厅、快餐、茶坊为主的休闲吧坊
进驻，逐步汇集世界各地特色风味的高雅主
题餐厅。不同业态的比重设想为：餐饮业
50%，文化娱乐业30%，特色商业20%。

东风渠见证了郑州几十年间城市的发展、
变迁，一渠清波承载着人们对郑州这座城市的
无限依恋。

东风渠，原是1958年春，郑州
人用义务劳动的办法开挖的一条
引黄灌溉渠，后成为市区和近郊
的主要泄洪排污河道。曾几何
时，“一臭若干年”是郑州市民对
东风渠的唯一评价。作为郑州
市少有的一条水渠，东风渠经历
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那就让
我们一起去看看她的旧貌是怎样
更换新颜的吧。

晚报记者 苏瑜/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记忆中 这里曾是原生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郑州市区的北部边缘大

致在现今的黄河路一带，黄河路以北包括现在的
农业路、东风路、北环路几乎全是村庄、农田，一片
乡野风光。东风渠就位于北郊这一区间。

“东风渠花园路段的‘船闸’处是我们最常
去、最爱玩的地方，也是玩得最开心的地方，虽
然从市区走到那里大约要一个小时，但我们总
是乐此不疲。”在郑州生活了近 50 年的“老郑
州”鲁瑶刚提起当年的东风渠，很是兴奋，似乎
又回到了少年时代。

“初识东风渠大概是在三四十年前，那时爸
爸在北郊的‘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当时还只有
十来岁的我就在星期天和同院的小伙伴去那
里，说是看望爸爸，其实是喜欢到郊外玩。在城
区长大的孩子对郊外乡野充满了好奇和新鲜，
每次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而每次去，都要途
经郑花路一个叫‘船闸’的地方，那里的一条‘大
河’总是令我们乐不可支，可以在岸边的树上逮
知了、掏鸟蛋，可以在草丛间扑蝴蝶、采花草。
热了就脱个精光跳进水里撒欢，还可以在水边
淤泥石缝草窝里摸鱼虾、泥鳅、螺蛳和河蚌。虽
然收获不大，但玩兴盎然。眼瞅着大人们用拦
网捕到恁多一尺多长、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我们
真是又兴奋又羡慕。”

那时鲁瑶刚和伙伴们只顾着玩，连“船闸”
所在的“大河”名字都没来得及打听，直到后来
稍大些，才知道这条好玩的“大河”叫做东风渠。

为建渠 人拉肩扛全义务
那时鲁瑶刚更不知道，东风渠建成于上世

纪 60年代初，是一条人工开挖的渠道，主要用
于引黄灌溉郑州北郊的农田。渠首五孔库闸，
建在原邙山区花园口镇岗李村东北，往南与索
须河、贾鲁河交汇，至市区白庙折向东南，在管
城区穆庄北入七里河。干流原长４２公里，渠
道建成后，因是一项浩大的相互配套的系列工
程，根据当时的形势，总称为东风渠。

“当时郑州市的各个单位都抽出人来挖渠，
非常辛苦。”据参与义务劳动的某单位负责人董
老先生回忆，工程大概是1958年春天开始进行
的，那时没有挖土、运土的机械可用，工人、郊区
农民、解放军官兵、机关干部、学生等分段、分片
包干，用铁锹挖土，用手推车、架子车或抬筐运
土，挖到深处遇上水，就用水桶挑，有的还用洗
脸盆一盆一盆往岸上传递。有关重点闸、桥、穿
越河道的工程，由省、市几个建筑单位不计利润
承担施工。整个工程持续了两年左右。

东风渠曾于 1960 年、1961 年两次试放黄
河水，由于泥沙淤积，造成两岸土地盐碱化，不
能继续使用。1962年起，只好将索须河、贾鲁
河以北渠道予以废除。渠首从臬村闸处开始，
全长也只有 19.7公里。正是因为水源问题难
以妥善解决，所以年代久了，泥沙淤积，部分渠
段慢慢就开始废弃，加上后来又疏于管理，生
活垃圾堆积，致使渠水混浊，泥沼淤岸，野草蔓

生，蚊蝇滋生。
据在东风路18号院居住的60岁的田女士

回忆，当时不光东风渠如此，因为城市排水排
污设施跟不上，致使很多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
臭水沟（明沟）。“比如大铺村内，文化路两旁
等，这些明沟都通往东风渠，我女儿上小学（文
化路一小）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她的安全问
题，每天出门，都千叮咛万嘱咐的。”

“东风渠大概是在 70 年代中期开始变
臭的，主要原因是附近村庄和居民区用来
排污的明水沟都通往这里，再加上周围居
住的人越来越多，生活垃圾堆积，渠水长年
散发一股难闻的气味。”徐寨村村民申进英
回忆说，“不过它的灌溉功能并没有丧失，
村子里种稻还是引渠里的水，因为水虽然
臭，还是很‘肥’的。”

“有一次开车路过百脑汇东侧的一条小
路，风景极其优美，我很奇怪，除了金水河滨
河公园外，郑州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河畔，我
下了车，走近观看，更让我惊奇的是，园林里
还有废弃不用的铁轨，这真是外景拍摄的好
地方。”目睹东风渠现在的惊艳，摄影师蒋先
生如是评价。

2001 年，《郑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出

台，为郑州市勾勒出“两渠四链、十路二线”的
绿地结构。其中“两渠”是东风渠、南水北调总
干渠两侧的防护绿地和公园绿地。“四链”是七
里河、熊儿河、金水河、贾鲁河两侧的大型公园
绿地和防护绿地。在整个城区景观建设中，

“两渠四链”是重中之重。在整个河网里，东风
渠是黄河和郑东新区水域的连接线，东区龙湖
的水源主要靠东风渠补充，它的净化将从源头

上为郑东新区水域靓城的建设提供保障，也将
为郑州市的生态水系建设提供支持。

2004年的景观改造，使得东风渠别有一番
风韵，叫人耳目一新，东风渠和金水河、熊儿河
似三条玉带横贯郑州城区，使这个绿色的城市
平添了几分生态之美。渠道两岸花木葱茏，渠
水荡漾，园艺雕塑相映成趣，曲径通幽引人入
胜，成为市民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新世纪 东风渠悄悄变美丽

新功能 欲变身郑州“秦淮河”

一渠清波，东风渠承载着人们对郑州这座城市的无限依恋一渠清波，东风渠承载着人们对郑州这座城市的无限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