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近现代优秀建筑探访 之邙山黄河提灌站

黄河经过金水区的唯一村庄——

马渡：新农村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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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起雁鸣湖景区，西抵河洛镇，南起连霍高速和郑州北四环，北至黄河中心，其中，规划区域南部边界大概包括巩
义市康店镇、河洛镇，荥阳汜水镇、王村镇、高村镇、广武镇，惠济区古荥镇、新城办事处、花园口镇，金水区兴达路办事
处，中牟县万滩镇、雁鸣湖镇、狼城岗镇。

流经20多公里到郑州
邙山黄河提灌站——位于郑州西北20多公里处的黄河风景名胜区，是

黄河风景名胜区的亮点之一。昨日，记者见提灌站上刻的不是“邙山黄河提
灌站”，而是“黄河风景名胜区”。

记者见到的一张老照片显示，提灌站周围原来是光秃秃的山岭，没有植
被。而如今，周围郁郁葱葱的。提灌站北偏西方向原来是山岭，如今成了一
个沉沙池。沉沙池面积有500亩，里面“漂”着两条抽沙船，把每天沉淀下来
的沙抽走。

在沉沙池西部，黄河水携带着大量泥沙，流经长20多米、宽五六米的渠
道，注入沉沙池，两水泾渭分明，似在诉说着沉沙池的巨大功效。

水经明渠流入泵房，被 8根直径 90厘米的管子抽到 33米的高处，然后
流入20多公里的暗渠，流入水厂，流入郑州百姓家。

“水是生命之源，邙山黄河提灌站被誉为郑州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风
景名胜区有关负责人自豪地说，提灌站建成时，满足了郑州75%的用水量，
现在也占60%。

解决郑州缺水，成就邙山精神
张新才 70岁了，曾任黄河风景名胜区总工程师，参与了邙山黄河提灌

站的建设。
他介绍，上世纪60年代，郑州缺水。1970年，古荥公社（现惠济区古荥

镇）为了解决农业灌溉用水，在其管辖的邙山头黄河边开工建设一座小型储
水站，但不久就因管道跑水、渠道质量不好等原因停用。

“这次尝试是有益的，引来了市委、市政府的关注。此处位于黄河中下
游分界处，是黄土高原的末端、华北平原和地上悬河的发端，有利于调水，适
合建提灌站。”张新才说。

1970年 7月 1日全线开工建设，市委、市政府负责解决工程的投资、设
备和技术，沿线的各区政府解决劳动力问题。从邙山头绵延至西流湖24公
里，其中挖的穿山隧道有 2000 多米，沿线 10 个公社最多时抽调了 10 多万
人，工程于1972年10月1日竣工。

“这在郑州城市供水事业中，具有‘功在当代，福及子孙’的里程碑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建设邙山提灌站的艰苦过程中，建设者们创造的‘艰苦创业，
无私奉献，勇于开拓，知难而进’的邙山精神，激励着后来人。”张新才说。

观黄河成就大景区
提灌站建成了，许多人把它当做“圣地”，前来观看黄河是如何被征服的

人络绎不绝。提灌站收起门票，价格开始只有 5分钱，后来涨到 1角、2角，
1981年前后门票价格涨到1元多。

“上世纪 80年代，新乡、焦作等地的游客都来游玩，现在景区游客也没
那时候多。”张新才说。

王仁民当时任提灌站的党支部书记，1973年前后，他提出了观黄河的
想法，让提灌站与黄河联系起来，后来在专家、学者的启发下，1979年建成
了黄河母亲哺育像，并搞荒山绿化，建亭台楼阁，供游人休息。

1981年，市政府下文，提灌站更改为黄河风景区。此后，旅游进入快速
发展通道。2002年景区更名为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当年被评为国家4A级
景区；2005年景区被评为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2009年获得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殊荣。2007年，高106米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极大提高了景区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据了解，目前，郑州正着力打造黄河滨河公园，黄河风景名胜区是其中
心。

没走进马渡时，了解的只是一个关于“泥马渡康
王”的美丽传说；走进马渡时，迎面而来的是红色的联
排别墅，成片的樱桃树……一眼望去，村庄上空蔚蓝无
垠。 晚报记者 邓红超 王翠 王菁文/图

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为人质，金兵押
其北上，途中赵构脱逃。逃至磁州夜宿时，梦中有人
告知金兵将至，赵构惊醒，见门外已备有马匹，便乘马
狂奔。

不到一个时辰，马过了夹江，跳上岸。见一茂林，马
将康王耸下来，跑入林中……

康王见天色已晚，只得漫步入林。突然抬头，古庙
立前。庙上匾额，虽然剥落，仍看得出五个金字：“崔府
君神庙。”

康王走入庙门，发现一马槽，槽内卧着一匹泥马，颜

色与所骑一样，浑身湿淋淋的，他暗惊：“难道渡我过江
的就是此马不成？”想了又想，忽然失声道：“泥马沾水，
怎么不坏？”

言未毕，只听一声响，那马即化了。康王举手言神：
“我赵构得神力保佑！若复得宋室江山，将为你重修庙
宇，再塑金身。”

这便是“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也为现时的郑州留下
一个叫马渡的地理坐标。

马自此成为这个村落与众不同的标志，泥马渡康王
雕像也被静静地安放在马渡村的中心广场。

马渡村是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所辖的一个
行政村落，北临黄河，由马渡、小庄、郭当口三个自然村
组成。全村共有520户，2400口人。

村子拥有土地约7300亩，其中宅基地约800亩。基
本农田 2800亩，一般农田 3700亩，原先大部分为坑塘、
盐碱地和荒地。农民房屋破烂不堪，村庄道路坑洼不
平，污水横流。

和其他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样，马渡村的村

民长期也是依靠种植和养鱼为生。“2006年，全村人均年
收入4001元，低于当年金水区人均收入的一半，远远低于
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是金水区最穷的一个村。”马渡村委
书记杨顺合说。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允许土地流转，鼓励
土地向种田大户、能手流转等，这种失地不失权、失地不
失利的新举措，让马渡村人在致富途径的摸索中确定了
前进方向。

如何改变马渡村落后现状？如何让村民有饭吃、有
房住、有钱花？

马渡村两委班子到北京、四川、杭州甚至国外等地
参观考察，想方设法招商引资。

2006 年，马渡村与郑州金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
作，成立乡镇企业——郑州金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郑
州龙马农业有限公司，受全体村民委托共同建设 5000
亩农业生态园区，实行公司化、规模化、产业化运作，
提高土地附加值，农民由传统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变
为产业工人。对原三个自然村进行空心村整治、撤村
并点。

如今，记者走在马渡村边大道上，神清气爽。漂亮
的三层中式联排别墅区已成规模化，大片美国大樱桃、

美国海棠、突尼斯石榴等果树，形成了马渡农业新果林
体系。

郑州金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福生告诉记
者：“明年5月份，大樱桃5年成长期就满了，到时候大面
积的樱桃采摘将很壮观。郑州的百姓不用出远门，可在
这里吃住、采摘美国大樱桃了。”

今天的马渡村，520户村民搬进新居。农村科技书
屋、村民礼堂、培训学校、健身娱乐中心、医疗服务站、灯
光球场等配套设施齐全。村民年收入已达6800多元，大
大改变了马渡村贫穷落后面貌。

2008年，马渡村被列入郑州市新农村建设重点示范
村，省、市新农村建设科技示范村，国内外众多参观考察
团开始纷纷涌到马渡参观学习。

谈到将来的发展规划，书记杨顺合面露笑容：“马渡
的目标是未来的乡村温泉示范区。”马渡规划以现代温
泉养生为主题，打造大众温泉养生、精品SPA、康复理疗、
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生态温泉，项目计划投资
6235万元。

记者看到今年 9月份最新修订的《郑州马渡温泉详
细规划设计》评审稿显示：该项目主题总体定位为郑州
黄河文化温泉乡村乐园，形象定位为郑州后花园、温泉

大本营。规划占地总面积为144.5亩。
马渡温泉按功能划分为温泉驿站区和乡村温泉

区。温泉驿站区主要为停车场、体育设施、酒店及公共
用地，乡村温泉区再进行功能区细化，划分为7个二级功
能分区，如室内温泉区规划、母爱黄河亲子区、白蝶木屋
休闲区等，每个区再分成多个温泉池。根据《规划》设
想，项目今年11月动工，明年12月28日正式开业。据预
测，该项目年收入将达到3780万元。

马渡，源于神奇传说马渡，源于神奇传说

马渡脱胎换骨马渡脱胎换骨

乡村生态温泉现雏形乡村生态温泉现雏形

亮丽村容黄河提灌站的四十风华
8根直径90厘米的管子把黄河水抽上来，满足了郑州市

60%以上的用水，这就是被喻为“郑州人民生命线”的邙山黄
河提灌站。今年，它被郑州市列入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
录。 晚报记者 姚辉常 通讯员 时晓庆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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