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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新闻

昔日一池碧水 穆保定 图

本报讯“太溪池畔观鱼跃，绿
竹林中听鸟鸣”这幅古联就是
荥阳竹林活水的真实写照，千
百年来被人们咏赞。然而，

“千年川流不息的太溪池，突
然之间没水”这条消息不胫而
走，迅速传遍荥阳城乡。是谣传
还是事实？昨天下午，记者赶到
荥阳市高山镇竹川村求证，看到
太溪池确已干涸见底。

太溪池，当地俗称“太子
池”，位于郑州西40公里的高山
镇竹川村，有三注清泉分别叫做
太溪池、少溪池、泳清池。据郑
州水务局《郑州水情概况》介绍，
为利用泉水造福人民，近年来，
当地政府组织群众对泉池进行
扩建整修，对池底进行挖深清
淤，池壁用红石硬化，并加以砖
制护栏和护栏网，将三池合并，

修建深8.5米，南北长110米，东
西宽 76.1～89.8 米的蓄水池 1
座，总蓄水量5.5万立方米，可灌
溉农田2000亩。

太溪池水常年溢流，又有
300 余亩万竿青竹，故美称“竹
林活水”，是汜邑十景之首，清朝
乾隆皇帝御题“竹林活水”刻碑
留念。

“泉水去哪了？”一位陈姓
先生告诉记者，3月26日，他拿
着竹竿试水深，当时还一两米
深。“水不可能蒸发、渗漏得那么
快，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

是不是和池下农民打井取
水有关？在村民指引下，记者沿
山坡向下，看到两口自喷井不停
地流出清水，大部分水白白地流
进汜河里。这两口自喷井的海
拔比太溪池低五六米以上。去

年，第一口自喷井打好后，太溪
池水位下降了一两米。几天之
前，附近又有村民打了一口井，
水从井里一直往上冒出来，哗哗
地流走了。太溪池这次就彻底
没水了。

据了解，高山镇竹川村南
边是浮戏山系，山内部水系是
相通的，竹川村下面的水系也
可能是相通的，太溪池泉水断
流与当地水系被破坏有关。

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陈国乾介绍，在2007年全国文
物普查时，太溪泉池泉眼作为
古井类别被登记在册。由于受
当时水下普查条件的限制，泉
眼没有被作为文物予以公布。
但是，泉眼应当受到保护。
郑州晚报记者
邓红超 姚辉常 文/图

本报讯 3 月 28 日上午，荥阳市
委书记宋书杰带领全市县处级
党员领导干部到兰考县焦裕禄
烈士陵园，向焦裕禄墓敬献了花
篮，缅怀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党

和人民的模范共产党员，并重温
入党誓词。

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做焦裕禄式的干部、创焦裕禄
式的业绩，是荥阳市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阶段的重
心和重点。在教育实践活动开
展伊始，荥阳就坚持领导干部
先 行 一 步 ，探 索 实 施“ 远 ”和

“近”相结合，上课堂和进实地

相结合的立体化学习方式，不
断创新和拓展开展学习的方法
和效果。

据了解，荥阳在组织领导干
部到兰考实地学习焦裕禄精神

的同时，还组织全市党员领导干
部到中牟、新郑等地实地学习周
边县市发展经验。
郑州晚报记者 邓红超 姚辉常
通讯员 任学军 蒋世勋

荥阳：弘扬焦裕禄精神 学习身边典型

关注即将消失的“竹林活水”之一：

群众眼巴巴瞅着干涸的太溪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