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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新闻 A03

地点：
索须河
特色：

一条大河
“波浪宽”

索须河的上游
有溹河和须水河两
条河，两条河在岔
河汇合到一起，就
是索须河。

在江山路附近
的索须河桥，这里
景色优美，视野开
阔，河岸两边是防
护林。据正在施工
的人员介绍，索须
河最大的特色就是
河面宽阔，今后将
形成一条河面宽 80
米、长 18.48公里的
景观河穿越市区北
部。同时，河道上
将架起 9座桥梁、两
侧建成宽 6 米的堤
顶道路，部分河段
还将建湖心岛。

市民反映：家
住江山路附近的刘
大爷说，这条河由
于年久失修，河道
堵塞严重，河水污
染严重，现在经过
治理，河道宽了，但
水还是不行。“听说
这条河马上就要彻
底截污了，以后俺
们就生活在大河旁
边，美着呢。”

金水河汝河路桥南，一位老者在河边悠
闲地拉着二胡。 晚报记者 马健 图

4 月 29 日，郑州市
生态水系输水工程正
式通水，黄河水滚滚流
入郑州市内各个河道，
形成新的“水循环”，市
区河流告别“有河无
水”的尴尬。

生态水系已经通
水5天，各条河流水质
如 何 ？ 景 观 是 否 美
丽？市民对于开闸通
水后的感受如何？

昨日，记者沿着东
风渠、金水河、熊儿河、
十七里河、十八里河等
河道一路巡访，感受清
水、奇石、绿岸、野树美
景，感受自然、人文的
融合。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刘李

通水5天，市区水域有啥变化

市民新发现：水大了河清了
地点：金水河
特色：历史感最厚重的河流

金水河是市区名气最大的一条河流，历史感深厚，比如“隋河宋肆”“子产祠”等景点，让人随处随时就可感知
郑州的历史。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陇海路滨河公园金水河畔，这里水较清澈，杨柳袅娜，绿草如茵，让人神清气爽。一些市
民坐在沿河的休闲椅上小憩或聊天，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市民反映：“通水后的河水水量比以前大多了，水质也变好了，变清了，有些水稍浅的地方还能看见河底呢！”
王大妈说。

地点：东风渠
特色：人文风情最浓郁的河流

在郑州的水域版图中，东风渠是黄河和郑东新区水域的连接线，也是郑东新区龙湖水系的主要供水管道之
一。

记者来到花园路和东风路交叉口北面的东风渠，波光粼粼的水面、造型优美的景观桥与两岸组团式绿化构成
了一幅天然的风景图画。

其实，东风渠最吸引市民的莫过于它的“人文风情”：渠上长虹卧波，大桥小桥造型各异；具有怀旧意味的废弃
铁轨；艺术风格迥异的雕塑……

市民反映：“这几天水位升高了，水质也比以前好了，来钓鱼的人也多了。”在东风渠钓鱼的张先生说。说话
间，张先生又钓上来一条鲫鱼。

地点：熊儿河
特色：市民的健身乐园

昨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城南路与紫荆山路附近的熊儿河附近，改造后的河道两岸绿树葱茏，廊道、草坪、花
卉相间，两岸种着各种各样的观赏树木。

如今的熊儿河可以说是郑州市民的“健身广场”，河两岸每隔几百米就修建有健身乐园，有老年人在那里抖空
竹、扭秧歌，放开喉咙唱着经典的老歌；有年轻人在那里打羽毛球；更有可爱的孩子穿着轮滑鞋快乐地穿梭。

市民反映：“我买这里的房子，就是看中了这儿的环境，有树有花空气好。过去水不是很大，天旱的时候还会
断流，这两天听说河里通了黄河水，以后一年四季不会断流，看来家旁边又多了一道美景。”家就在附近的曹女士
说。

地点：十七里河、十八里河
特色：“人工湿地”再现原生态

十七里河和十八里河，这里除了杨柳依依、花草相衬，两岸的河道并不像金水河、东风渠一样，由水泥、石块垒
砌构成“灰白色”，而是由岸坡青草构成的“绿色”。

记者在十七里河分水口看到，为防止水流从上而下过度冲击河床，河床铺设了沙石底。岸边鹅卵石错落有
致，形成景观。河道中间还露出水草，尽显原生态。

市河道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就是我市生态水系中引入的“人工湿地”理念，就是在河道中恢复土地原
貌，栽种植物，建造“人工湿地”。

居民反映：“以前十八里河水可清，后来就不行了。没想到，现在又变清了，景色比原来还好。真中！”十八里
河的一名村民高兴地说。

东风渠，清如许。晚报记者 张翼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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