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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荥泽八景”
在今古荥周围流传着荥泽八景，

分别是纪庙丰碑、黄河古渡、岳山耸
翠、隋堤烟柳、鸿沟暮云、广武晴岚、惠
济长桥、古城牧唱。优美的环境是人
们永远的记忆。

惠济长桥位于于古荥镇东部，是
济水大渠上一座有名的石桥和荥泽县
一道亮丽的风景。诗赞：野店山桥送
马蹄，白沙青石洗无泥。泊船秋夜经
春草，明日看云还杖藜。

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河澄泥砚
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兴于唐宋，明

代失传。上世纪80年代，古荥民间艺
术家、仿古研究所所长王铃研究出黄
河澄泥砚制作工艺，并制成第一批澄
泥砚。黄河澄泥砚被列入第一批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澄泥砚拥有
四大特色：质地坚硬，发墨好，色彩奇，
雕刻美。黄河澄泥砚研究所在保留古
法土窑烧制的基础之上，创造出采用
多种名贵草药的后期烧制熏蒸法。此
法制作的澄泥砚，保留了古砚含津益
墨的特性，且能保证使用该砚磨墨做
出的字画不生蛀虫。

名优小吃
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名士都经常

到这里巡游祭祀，八方游人来此览
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南北
特色，汇集东西风味，逐步形成了自家
的风格。比如绿豆丸子，主料为绿豆
面、萝卜丝，加盐、作料搅拌后油炸。
食用时在放好作料的汤中煮透，盛碗
后再放醋、辣椒等调料，酸辣可口，软
香味浓。

特产虎头婴儿鞋
虎头婴儿鞋是古荥一带流传

1000 多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工
艺品，最早出现于盛唐时期。该鞋圆
厢大口，后有提跟，前绣虎脸。外围装
饰兔皮，以做虎毛；虎目虎眉灵动传
神；虎鼻斜拉菱形块，美观大方；虎齿
微露唇外，唇饰虎须；虎耳小巧，虎腮
浑圆，整体给人以活泼可爱且憨态可
掬之美，寓富贵吉祥之意。

“一镇三宝，一步三叹”
古荥镇因沿袭古荥阳而得名，其位于郑

州市西北，黄河中下游分界点南岸。枯河、索
须河等河流穿境而过，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公
路四通八达。

古荥镇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包括西山古城、荥阳故城和汉代冶铁遗
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3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6 处，有“一镇三
宝，一步三叹”之美誉。

夏代以前，荥泽周围水源充沛、土地肥
沃，成为华夏先民在长期游牧生活中选中的
立村建城之地。从考古调查看，在旧石器时
代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至少在 8000年前，
人类就在此定居；5000 年前，这里已经成为
华夏民族活动和生活的中心地带。西山古城
是中华始祖黄帝“筑五城，建十二楼”的“五
城”之一，统领中华民族的指挥中心之一；商
代仲丁建都于此，由此古荥（阳）成为商代国
都所在地；西周时，虢仲在此建立东虢国。

经过数千年来的发展与营建，到战国至
秦汉时期，荥阳有“沃野千里，富冠海内，天下
名都”之称，成兵家必争之地。汉代，冶铁技
术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铁齿轮、六角
承、铁犁铧等所蕴含的精美工艺是古荥镇、郑
州市、河南省乃至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
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物见证。国外
专家称“古荥冶铁文明属于全世界”。

唐代郑氏家族的兴旺，宋代孔子后人于
此中兴，都为古荥（阳）锦上添花。

古代文人学士，留诗题词、撰书刻碑者不
胜枚举。如汉代张良、三国曹植、南北朝郦道
元，唐代韩愈、白居易，宋代欧阳修、司马光、
王安石等。

当代名人及海外游览者更是不计其数。
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
后到古荥镇视察。

在古荥灿烂文明的历史上，古荥（阳）镇
出现了不少名人：被誉为兴汉一人的纪信；誓
死不降的周苛、枞公等。

2008年 12月古荥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

在中国近代史上，古荥镇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
第九纵队在古荥镇北阻新乡之援，南抗郑州
外逃之敌，最终一举解放郑州。

近年来形成的郑州黄河游览区、郑州沿
黄河果岭山水、郑州汉文化保护区等 3 个生
态风景区，依托古迹文化遗址和黄河山水，
成为郑州市的重要旅游区域之一。古荥镇
2009 年 12 月 28 日被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河南省旅游局评为河南省首批特色景观
旅游名镇。

这座历史文化名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

一产业由高产向高效优质转变，使古荥成为郑
州市重要的禽、蛋、奶、肉、蔬菜、瓜果等无公害
食品的供应基地。古荥葡萄协会在2009年被
评为“科普惠农兴村”全国先进单位；第二产业
形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包装、彩印、铸造为龙
头的支柱企业；第三产业旅游业、商贸服务业
蓬勃发展。古荥镇 2011年 1月被河南省授予

“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称号。

努力建设滨河文化旅游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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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心城区的规划范围北至黄河，
也就意味着，随着郑州都市区稳步实施，未
来的古荥镇将成为郑州市的中心城区。在
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古荥镇拿出势在必得
的信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拿出穿上血衣
上战场的气魄，借鉴先进城市发展的最新
理念，在中原经济区中谋发展，在郑州都市
区建设中求跨越，认真分析过去、现在和未
来，把建设滨河文化旅游名镇作为目标，重
点发展以商务会议、旅游休闲为代表的高
端服务业新城。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
构筑概念明晰的城市休闲游憩带与形态完
整、功能完善的生态宜居生活系统，着力打
造经济发展与文化延续、城镇建设与郊野生态
完美融合的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河文化旅游
名镇。

为实现这个宏伟蓝图，古荥镇以新型城镇
化为引领，注重内涵、注重引
领、注重协调、注重民生，创
新思维、创新思路、创新方
式、创新举措，尊重规律、规
划先行、因势利导、循序渐
进。

一、道路交通建设先
行。加大道路建设方面的人
力、物力、财力投入，通过内
延外联，改善区内交通微循
环，优化区域交通网络。

二、四类社区建设突
破。对古荥镇来说，城中村
改造、合村并城和农村新型
社区建设是重中之重。坚持

“三规合一”，以“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群众自愿、规划引领、交通先导、双
改同步”为原则，落实好郑州市、惠济区相关指
导意见，推进全域城市化。

三、生态廊道建设升级。古荥镇依山傍
水，林城相融，生态资源得天独厚，打造生态
亮点。

四、城市功能完善。集聚相关服务业企
业,形成特色鲜明、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辐射
带动作用,为一定区域提供特色商贸服务和相
关商务服务的服务业集聚区。

五、产业集聚建设提质。加快绿色蔬菜、
苗木花卉、休闲观光农业等支柱产业提档升
级。

为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古
荥镇出台了一系列方案和措施，扎扎实实走出
一条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的古
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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