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响城建
之二【 】

河水变清了，绿化也该跟上，怎么才能
让市民拥有更多的满眼绿色呢？

1997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在园林绿化建
设上实施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大规模的拆墙
透绿工程，拆除了市内公园、动物园周边所
有的门面房，还绿与民。拆除建筑面积 7.1
万平方米，拆透长度 2460米，恢复绿地 15.1
万平方米，使园内园外景观融为一体，广大
市民不进入公园就能够享受公园美景。

1998年，市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重新
对三大公园的总体规划进行修订完善，对
公园进行高标准规划设计和改造，增加了
公园内涵和品位，全部消灭了公园内的黄
土裸露。2000年 5月实施金水路东段（107
国道—文化路）综合整治，共拆除沿街违法
建筑、超过期限的临时建筑和影响规划的其
他建筑 12.5万平方米，拆透长度 6000多米，
增加公共绿地10万平方米，单位绿地透绿面

积增加35万平方米。
家住嵩山路陇海路口的冯雪梅是个老

郑州，每天早上都去金水河边慢跑，然后拐
到绿城广场跳上一阵舞，再沿着嵩山路快走
回家。“以前老觉得里面挺神秘的，感觉和咱
老百姓扯不上边，不亲近。后来拆了围墙，
心里就觉得不一样了。”“咋不一样了？”“感
觉亲近了呗，看到透明的铁栅栏边种的月季
开得那么灿烂，别提这心情多好啦！”

新闻背景
一座美丽的城市，都有一条河或江穿城而过。江河提升了城市品位，城市也因为江河而变得生

动。郑州也有一条河，它和北京天安门前那条河的名字一字不差——金水河。金水河不但有一个闪
亮的名字，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然而，由于上游水源枯竭，河水断流，大量污水排入河内，造成河水黑臭，
鱼虾绝迹，金水河曾变成一条臭水河。为让金水河重现美丽景色，历届政府都在努力治理。《郑州晚报》更
是从1964年开始，对金水河进行了持续的关注。重新“梳妆”的金水河变成了滨河公园，不仅让市民感受到
了它的魅力，也带给郑州人无穷的乐趣。

［ 美丽进程 ］

绿化锁住风沙
1984 年 9 月 7 日，

《郑州晚报》在一版报道，
新中国成立35年来，我市
在城市绿化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就，昔日的“风沙
之城”已变成绿荫遮路、
四处花香的城市。

截至目前，郑州已由
解放前只有77棵行道树
发展到各种树木、花灌木
300万株、草皮482000平
方米，市区绿化面积2770
公顷，人均绿地1.9平方
米，城市绿化覆盖率达
32.4%。

森林公园初具规模
1996 年 5 月 20 日，

《郑州晚报》在一版报道，
走出钢筋水泥的丛林，走
进莽莽苍苍的林海，成为
现代人的休闲追求。眼
下，我市3个森林公园已
初具规模迎游客。

目前这 3 个森林公
园，已形成各具魅力的
旅游优势，分别是：地处
登封市的嵩山国家森林
公园；位于郑州东北角
的郑州国家森林公园；
分布在贾鲁河畔的中牟
森林公园。

紫荆广场竣工开放
1999 年 2 月 10 日，

《郑州晚报》在一版报道，
郑州市紫荆广场正式竣
工开园。

紫荆广场占地面积
5.1公顷，原为紫荆山公
园西园。紫荆广场分为
市民节日广场、休闲广
场、儿童活动场所、青年
活动场所、老人活动场
所、商城遗址和紫荆湖几
大多元化功能区。

金水玉练 彩带般飘过城市间

金水河是郑州市重要的防洪灌溉河道，解
放后金水河的治水问题最先被提上日程。
1949年到 1958年，市政组织的大规模治水工
程就有 11次，在金水河上游修建了郭家嘴水
库、金海水库，解决了河水泛滥之灾。

1958年到1976年是金水河的治河阶段。治
河以拓宽挖深河床为主要内容，经过疏通、改道、
建闸、设坝等工程，金水河的排洪能力大大提高。

“从 1978年开始，金水河进入综合开发、
统筹规划、截流污水、引蓄清水、美化市容为重
点的新时期，完成了郑州烤鸭店至中和路桥的

污水改道工程。”原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副主
任李培健介绍说，1985年4月，市政府投资360万
元，实施金水河第一期全面治理工程。8月9日，
金水河管理处成立。当年，兴建东干管污水截流
续建工程，埋设柿园水厂至热电厂自流管道，将
清水通过纱厂明沟引入金水河，清理沿河违章建
筑。1988年，金水河治理进入关键阶段，埋设东
西大街污水干管，这是金水河截流污水的骨干工
程之一。同年，金水河清淤领导小组成立，动员
市内4区21个办事处388个厂矿企业、单位、驻
郑部队近两万军民投入嵩山路至燕庄桥8.2公

里河段清淤工程。1991年市政府制订了《金水
河综合治理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
动员全市人民加快金水河治理的决议》后，扩建
五龙口污水泵，排水系统雨、污水分流等工程相
继施工。

家住兴华街附近的李大爷参加过多次义
务劳动。如今已经退休的他对当时的情景还
记忆犹新。“当时单位一发布治河通知，大家是
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总算等到治理金水河的
机会了。大家从家里自带竹篓、铁锹、干粮、茶
水，匆匆赶赴工地投入紧张的义务劳动之中。”

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让金水河的环境得
到了很大改善，不过，金水河的真正改变发生
在1997年。

1997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以往历
届政府治理的基础上，投资1.5亿元，采取一次
规划、分步实施的方法，根治金水河，把它建成
集园林、绿化、人文、游乐为一体的开放式、高
品位的滨河公园，并取名为“金水玉练”。

承担具体设计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园林规
划建筑设计院。中国唯一的园林博士孟兆贞
主持设计了“金水河总体规划”。

1997年4月26日，金水河滨河公园拉开了
开工建设序幕。省市领导、解放军官兵、机关干
部 6000余人参加清淤义务劳动。1998年9月
26日上午，伴着喜气洋洋的锣鼓声，我省目前最
大的公园——郑州市金水河滨河公园开园了。

建成开放的滨河公园，西起淮河路，东至
107国道，全长11.3公里，共建成“序园”、“黉墙
凝翠”、“荫柯鸣蝉”、“平楚醉颜”、“寒河暖隈”五
大景区。每个景区又有“隋河宋肆”、“无弦有
音”等 20余处景点，加 16.8万平方米的草坪，
115个品种、8万株错落有致的树木衬托呼应。

金水河变清了，变美了，郑州人从此拥有了
碧波清流。

金水河滨河公园 1998年 9月 26日正式
建成开放，当时，《郑州晚报》在一版对这一
事件进行了重点报道。

从 1998年就任金水河管理处主任，到
2003年 12月起任郑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主
任，和金水河滨河公园亲密接触10年的时文
龙感慨地说，金水河滨河公园有着线长、面
广、点多的特点，这无疑给管理养护工作增
加了难度。但为了滨河公园的美丽，金水河

管理处的每一位清洁绿化人员超负荷工作，
清洁工人每天的保洁面积达6000平方米，绿
化工人护养面积人均4000平方米，河道清淤
人均1公里。

滨河公园的完善和发展从来没有停止
过。为提高其景观效果，方便市民接近草坪
和享受绿色，从2001年开始，逐步对河区原有
老化、耐旱性差的冷季型草坪进行更新改造，
种植耐践踏、抗旱性强的马尼拉草坪和适应

性强、常绿开花的麦冬、金鸡菊等植物。尤其
是2002年，隋河宋肆景区进行了重点改造，不
但增加了面积，还丰富了水面景观，增强了景
区的观赏性和游人的参与性，发挥了较好的
生态效益。日游人量突破6万人次。

滨河公园的树更多了，草更绿了，水更
清了，不但隋河宋肆等景点魅力依然，而且
散步休闲的人们看到了翩飞的蝴蝶，听到了
久违的蛙鸣……

拆墙透绿还绿与民

10年景观升级换代

“金水玉练”成穿城彩带

坚持不懈治理金水河

金水河滨河公
园树更绿、水更清。

一座城市和她的晚报60年的行进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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