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水利面临发展机遇
郑州水利抢抓机遇，水利规划和建设两手抓

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
治国安邦的大事。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便是《关于加快水利改革
发展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62年以来中央出台的第一个水利
综合性政策文件，它系统提出了今后5到10年水利改革发展的目
标和任务。

7月8日到9日，党中央专门召开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对水利改革
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央名
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

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深刻分析了我国的国情水情，明
确提出了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全面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治水兴水的主要任务，是指导中国特色水利科学发展的纲领
性文献。

在8月18日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卢展工
亲自主持，他强调，贯彻落实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和我省水利工
作会议精神，要抓住两个关键词：一是提升，二是持续。

为贯彻落实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中央和省委、市委一号文件精
神，郑州市主要领导多次就治水问题作出批示。

市委书记连维良说，我市的生态水系建设得很好，但截污治污
不到位，为此相关部门要细查、严查排污口，对排污企业要重罚，真
正达到“水通、水清、水美”的建设目标。水库除险加固一座，就要
在周边植树，建造成一个生态公园。

郑州市代市长吴天君作出重要指示：要抓住国家水利建设机
遇和省里面大力发展水利的机遇，以生态水系建设为主导，大力推
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生态水系建设上，在确保生态水量的前
提下，加强水域景观建设、提升管理水平，进而提升生态水系的综
合效益，最终实现“水通、水清、水美”的生态水系建设目标。

郑州市在修订完善水利发展规划和重要专业规划以及加大各
类水利项目的建设力度上做足功课。

在水利发展规划上，突出民生水利，着力解决薄弱环节，加强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镇总体规
划、国土规划等规划相衔接，抓紧编制或修订水利发展10年规划。

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
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
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等四大体系。

除了完善各项水利规划，加大各类水利项目的建设力度也是
郑州水利未来的工作重点。

在民生水利建设方面，将大力提高防汛抗旱应急能力，进一步
加大防洪工程体系建设，使贾鲁河、七里河等市区河道和大孟沟、运
粮河等郑州新区主要河道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除涝标准达到5
年一遇。

“十二五”期间，完成我市黄河流域汜水河、坞罗河、枯河以及
淮河流域双洎河、索河、溱河等14条中小河流综合治理。

水土保持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昔日光秃秃的邙岭如今已是“一山美景，两季有果，

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去年10月，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
程郑州邙山生态园区建设项目正式通过专家验收。

此项目位于郑州市西北黄河南岸，项目区涉及郑州
市惠济区和荥阳市，总面积95.77平方公里。生态园区
项目2003年启动实施，项目区主要包括生态造林、水保
工程、中心苗圃、基础设施、中心景区五大工程。

通过 5年的治理开发，生态园区共栽植水土保持

林 2330公顷，经济林 887公顷，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
治理前的 27.7%提高到 80%以上，每年减少入黄河泥
沙量 35.6万吨，森林覆盖率由不足 7%提高到 78.8%，
空气一、二级质量的天数超过80%。邙山水土保持已
成精品工程。

生态园建设不仅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而且改善
了当地生态环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集旅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水土
保持生态示范项目和重要的绿色屏障。

邙山水土保持已成精品工程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示着治水、节水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那么，河南、郑州正
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治水、节水，以让中原人的
生命之源更清更美更健康？我们正如何推动水
利工作，让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原经济
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借中央和省一号文件东风，郑州市水务局
抢抓各项工作，确立了“大力发展民生水利，切
实推进重点工程，深化水利体制改革，全面建设
节水型社会，为建设郑州都市区和打造中原经
济区核心增长区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这一目标。

立秋后的郑州，已不再燥热，每当早晨或傍晚，郑东新区的如意湖畔以及上游的人工湿地旁，总有游人在此嬉戏。
还有那条横穿城市蜿蜒而过的金水河，像隋河宋肆这样的美景随处可见，早已成为郑州人心中抹不掉的风景。
郑州，虽然多年来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但细心的郑州市民会发现，郑州的水面越来越多，郑州的水风景越来越美。而这美景的

背后，是郑州市生态水系5年来大手笔的勾画。
而且，在郑州市的水系规划中，“十二五”期间，郑州将实现“水通、水清、水美”目标，一座人水和谐共生的“水域靓城”将矗立在中原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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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市水务局的工作日程表中，让城乡居民
喝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水库除险加固、防汛抗旱
等民生水利工程，一直被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今
年，这些大事早已一件一件在落实中。

“这是我们贯彻落实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中
央和省委、市委 1 号文件精神，对全市人民作出
的承诺。”郑州市水务局局长陈松林说。他提出
如下具体实施意见。

“十二五”期间，将按照《郑州市农村饮水安全村
村通自来水工程规划》，投入资金8.35亿元，解决农
村饮水安全村村通自来水 167万人，实现饮水安全
全覆盖，村村通自来水平原区全覆盖、山丘区大部覆
盖，力争让全市所有农村人口都喝上安全方便的自来水。

“卡一刷，‘智能’井台就流出水了……”“不浪

费水，还省劲儿，用着特别方便……”这是新郑八千
乡不少农户夸赞改造后的农用机井的，这机井让农
田灌溉变得轻松又省钱。

2009年，《郑州市农田灌溉机井升级改造工程规
划》通过专家评审。“两个规划”实施后，水利部门在中
牟、新郑、荥阳等9县（市）区69个乡镇（办）新打、维修、
护理了数千口机井，改善了全市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为农民持续增产增收奠定了基础。

在防汛抗旱应急能力方面，进一步加大防洪工程
体系建设，使贾鲁河、七里河等市区河道和大孟沟、运
粮河等郑州新区主要河道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除
涝标准达到5年一遇；使双洎河、索河、书院河等淮河
水系和汜水河、枯河等黄河水系重点中小河流防洪标
准达到20年一遇，除涝标准达到5年一遇。

民生水利，郑州水务头等大事

“一汪碧水，曲折往返在郑州西南郊；湖中岛峪，
形似凤凰横卧湖面中。”这是喜欢到郑州尖岗水库旁锻
炼身体、拍摄美景的郭老师顺口说出的一句话。

郭老师特别喜欢尖岗水库四周的景色，他说，
这个季节每到早晨，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数十公
里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雾气蒸腾，让人如临仙境。

与距离不远处的常庄水库一样，两个水库均修
建于1959年，因为郑州西南地势高，下游即是市区，
分布着许多重要基础设施，多年来，两座水库被称
为悬在郑州市头顶的两缸水。

这两缸水如果倾泻而出，郑州市区将面临严重
的防汛形势。同时，这两个水库也是郑州市最重要
的饮用水备用水源地，承担着郑州西区应急供水的
任务，黄河水一旦出现异常情况，这两个水库可以
供应西区市民两个月的用水量。

所以，两个水库对于郑州的意义不言而喻，两
个水库均被我省列入重点管理水库。

不过，市民可以放心的是，从今年起以后的很
多年内，这两缸水会被牢牢地控制住。因为从2008
年起，尖岗和常庄水库先后开工了除险加固工程，
防洪设计标准为百年一遇洪水设计，分别加固大
坝、副坝，修建溢洪道，并在溢洪道上建控制闸以抬
高兴利水位。

目前，两座水库的主体工程均已完工并可投入
使用。这悬在市民头上的两缸水经过除险加固后，
完善了防洪体系，确保了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提高了水资源调控能力，确保了备用水
源应急供水安全，一旦遇到黄河避沙、遭遇污染不
能供水的情况下，这两座水库可以很快投入使用，
通过柿园水厂供郑州西区居民用水。

现在，“郑州头顶上的两个大水缸”很安全

事实上，这几年，郑州市对病险水库的除险加
固不只是尖岗和常庄，自2001年开始，我市共有42
座水库（中型 13座、小型 29座）被列入了国家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第一、二批和《专项规划》，目前，这42
座水库全部达标运行。

来自郑州市水务局的数据显示，我市现有水库
152 座，目前已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42 座，“十二五”

期间投入资金3.3亿元,全部完成剩余的100余座病
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
们的水库安全隐患问题。2012 年底前，完成 30 座
已被列入《全国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
中的小Ⅰ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

这些已完成除险加固工程的水库正在郑州的
防洪、灌溉、养殖、供水、生态等方面发挥显著效益。

2015年，郑州病险水库全部除险加固

这两个月来，随老公定居郑州的南阳姑娘希希还一直
不太习惯，相比南阳，郑州的自来水喝着口感不美，敏感的
她总是觉得打开自来水管后水有点小味道。

希希说得不错，现在郑州市民喝的水是翻山越
岭奔腾25公里后才到达郑州的黄河水。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缺水的郑州开始调黄
河水，现在郑州市民饮用的水，70%以上来自黄河水
和傍黄河的地下水。

“由于黄河泥沙含量高、水质较差，所以喝起来口感自
然不是太好，但这些黄河水经过数十道工艺后已达到一级
饮用水标准。”郑州市节水办副主任李国卿说。

虽然每天都要取数十万立方米黄河水，但这根
本不能从长远来满足日益长大的郑州市的饮用水。

7月28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郑州段开工仪式
在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王垌村的施工现场举
行，将挖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干渠，调水质优良的丹
江口水入郑。

南水北调郑州段南起长葛与新郑交界的新郑
市观音寺镇英李村，终点位于穿黄工程隧洞出口，

途经新郑、中牟、管城、二七、中原、高新、荥阳等7个
县（市）区，共设有供水口门 7个。干渠全长 128.94
公里，占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长的1/10。

郑州市水务局局长陈松林介绍，南水北调郑州段
2013年底建成，2014年汛后通水。将每年从丹江口
水库调90亿立方米，供郑州的水就有3.3亿立方米，
将极大地增加郑州市的供水量，并改善饮用水水质。

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后，让郑州这座少水的城市
灵动起来不再是一个梦想，宽阔的干渠就像一条巨
龙自南而北蜿蜒而来。

届时，“口感不是太好”的黄河水将彻底从饮用
水行列退出，只用于充盈郑州市多条河渠为郑州的
水风景出力。

郑州市民饮用的水将直接来自山清水秀的丹
江口水库的水，这些水是什么样的品质呢？

用郑州市水务局局长陈松林的一句话就是：
“从南水北调干渠中取出来的水直接达到一级饮用
水标准，口感自然非常好，届时卖桶装纯净水的可
要考虑改行了。”

2014年起，郑州市民将饮甘甜丹江水

8月25日早上，新密市米村镇63岁的李志老人起床
后，像城里人一样打开水龙头接水洗脸，然后开始做饭。

李志记得很清楚，就在自来水通上的3年前，村
里吃水难已持续了好多年，而且这里的地下水是高
钙水，吃这种水很容易患上肾结石。

这几年来，在郑州，和李志一样吃上安全自来
水的还有高盐水的新郑、高氟水的巩义和高污染水
的中牟等百万农村居民。

饮水不安全、饮水难在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同时，也
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无情地击碎了农民的“小康梦”。

让农民群众早日喝上安全水、放心水，是当时郑州
市政府的决心。2004年底，市水利局按照国家统一部
署，对全市农村人口饮水安全现状进行调查评估，编制
了《郑州市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评估报告》。

“十一五”期间，每年，解决农村居民安全饮水
问题都被列入市政府为民十大实事之一。

5年间，郑州投入7亿多元，已新建成万人以上
集中供水工程36处，连村供水工程80处，单村供水
工程653处，管网延伸工程123处。到2010年，郑州
市的中牟、巩义、新密等地的近200万农村居民都喝
上了安全方便的自来水。

百万农村居民喝上安全水

郑州水风景渐显迷人魅影

8月 30日傍晚，郑东新区的如意湖畔以
及上游的人工湿地旁，游人正在此嬉戏，清澈
的水中锦鲤成群，碧波摇曳……

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怎不让人流
连忘返？

这里的人工湿地公园是郑州市唯一一
个，也是目前全国城市生态湿地水体处理系
统中水处理能力最大的人工湿地工程之一。

这湿地每天如同人的肺一样吐故纳新，
使流淌于郑东新区、整个中国北方城市都少
有的人工运河水清草美鱼儿欢。

正在此拍婚纱照的准新娘小薇兴致非常
高，她不停地要求摄影师在此选景。“希望这
湿地永远都这么美。”

郑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史传春介绍，这个
湿地公园是郑州市首次大规模采用人工湿地
技术建设的生态保护主题公园，由1个温室、
1个控制室、16个碎石床和16个生物塘组成。

有水的城市才会灵动，才会韵味十足。
在郑州，虽然水不多，但相比多年前，水面日
渐多起来，除了东区的如意湖、人工湿地，还
有金水河、东风渠等，均常年通水，许多年来，
郑州市的水务工作者清理河道，修筑河堤，如
今金水河、东风渠两岸已是垂柳婆娑，绿树成
荫，成了郑州市民闲暇漫步的好地方。

显然，郑州的水风景越来越漂亮，而未
来，随着生态水系提升规划的逐渐实施，郑州
的水风景会更美。

这些美景的背后，是郑州市生态水系 5年来大手
笔的勾画。

一个城市没有水，就少了点灵性。郑州，原本是
一座有水的城市，3600年前的商城遗址，就在金水河
和熊儿河之间。

很多老郑州人至今还记得，上世纪中期以前，这
两条河尚且碧波荡漾，鱼虾悠闲，水草丰美。

然而，越来越密集的火车轰鸣声在带给郑州这座
中原古城现代化气息的同时，那潺潺的流水声却越来
越弱，以至于金水河和熊儿河都出现过断流。

生态文明在全球的重新唱响，国内有多少个城市又
因水而美，郑州怎能少了那穿城而过的流水叮咚？

为了这滋润人心神的潺潺流水，郑州一直在努力
着，硬化河道和河堤，开始裁弯取直，开始封堵污水管
道，让雨水和污水分流。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河
道硬化了、漂亮了，杨柳袅娜的身姿在碧波里倒映着，

华灯初上，临水的风景十分迷人。
2006 年 6 月，郑州市又启动了生态水系规划，规

划目标是，以郑州周边 6纵 6横 12条河渠(6纵是指索
须河、金水河、熊儿河、七里河及其支流、十八里河和
支流十七里河、潮河，6横是指枯河、贾鲁河、魏河、东
风渠、南水北调总干渠、规划南运河)、7中5小12座水
库、3个湖泊（西流湖、龙湖、龙子湖）、两块湿地(郑州
黄河湿地、中牟雁鸣湖湿地)为主线，涵盖城市周边
101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

至今，郑州累计完成河道治理 100 多公里、投资
14亿多元。

2010年4月29日，黄河水作为生态水系的重要水
源，从邙山干渠入西流湖口，途经柿园水厂提灌站，至
尖岗水库，再从尖岗水库分水向东敷设供水线路，分别
向金水河、熊儿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潮河供水。郑
州市生态水系“水通”的近期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郑州启动生态水系，5年已实现“水通”

陈先生家住文化路北段，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是
晚饭后出去散步，散步的地点是小区或者离家不远的
东风渠。

这两年东风渠两岸的绿化一天一个样，已是绿
树成荫、花香迷人，成了文化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但美中不足的是，东风渠里时而有水时而无水，
而且有时候水里还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就比如最
近，东风渠三全路以北路段就没水了，河道里长满了
茂盛的水草。

“如果东风渠天天有活水，水面宽阔，那才配得上
这两岸美景，否则不是白修一条渠吗？”陈先生说，东
风渠有水无水已成了附近居民一个话题。

今年65岁、家住航海路的周师傅也给记者反映了
一个问题：他们一群老伙伴平时最大的乐子就是到家
附近的金水河畔聊天、下棋，但有时候河里的水会有
难闻的气味，希望市里主管部门能管管，让金水河能

有一汪活水，天天清澈透亮。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仍然是，郑州是一个严重缺

水的城市。最早，为了让金水河流动起来，水务部门
将中水注入河道。后来生态水系建设启动后，郑州通
过25公里长的邙山干渠将黄河水引进来，通过管道向
金水河、熊儿河、七里河供水。

数据表明，到 2010年 8月 18日，郑州已向郑州市
南部四河及东风渠调黄河水 3006万立方米。这是一
个什么概念?如果按西流湖平时6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
计算，这个水量能填满50个西流湖。

而到今天，黄河水注入已远远不止 50 个西流湖
了，但这些水仍不够用，所以才会出现东风渠时而有
水时而无水，或者几条河水质不好、散发气味的问题。

但上述问题都会随着郑州生态水系的提升规划
和南水北调的完工而逐步解决，届时郑州市民喝的是
丹江水，而更多的黄河水将注入市内各河流。

市民心声：郑州河渠何时才能天天见活水？

为最终实现“水通、水清、水美”的生态水系建设目
标，郑州市已制定多项措施对生态水系进行全面提升。

其中，水源水量保障工程的提升显得尤为迫切。
目前生态水系已建成郑州市花园口引黄供水补源灌
溉工程和郑州市生态水系输水工程两大水源工程，很
快，郑州将新增黄河牛口峪提水工程作为郑州市生态
水系第三个水源工程。

在水源保障工程实施后，有了水量保证，将在有条
件的地方新建一批湖泊等水面工程，同时对已治理的索
须河、贾鲁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等进行水面扩增工
程，形成有效水面，对未治理的河道按规划进行治理。

“整个水面提升工程完成后，郑州市水面面积能
达到39.5平方公里，水面面积率达7%，基本实现城水
相融、惠民兴市。”陈松林说，与生态水系提升同步进
行的是，进一步建设生态景观，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
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提升再生水利用率，全面实现

“水通、水清、水美”目标，早日将郑州建成人水和谐共
生的“水域靓城”。

此外，还将实施水系连通规划，即通过水源工程、

河湖连接工程等工程手段，将现有的以及未来新规划
的河流、湖泊、区域水系等并入现有的水系体系之中，
形成具有多水源保障的具有水动力特征的水系网络。

在规划中，人民公园、紫荆山公园现有湖泊与金
水河连通；须水河与高新区大学城内如郑大眉湖等现
有湖泊相连通；金水河、熊儿河上游与规划的二七新
区水系连通。

如今，下游河道淤积严重的枯河综合治理也已提
上日程，这是一项集防洪排涝、生态景观、休闲娱乐等
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河道整治工程，是建设郑州市生
态水系的一项重要举措。

枯河治理工程的实施，可使枯河达到“水清、岸绿、
景美”的目标。对郑州市观光农业示范项目——丰乐
农庄，惠济区重点旅游休闲项目——黄河人间天堂、思
念果岭等区域环境有明显改善，对提升郑州城市形象、
改善城市环境、改善市民生活品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试想，如果有了充足的水量，又新增了宽阔的水
面和连通的水系，全部调水成功后，郑州的河流怎能
不生动起来？

未来“水通、水清、水美”，郑州变“水域靓城”

风光宜人的后寺河水库风光宜人的后寺河水库

中牟刘集镇村民喝上自来水中牟刘集镇村民喝上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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