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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0日早上 6点半左右，40岁的郑
东新区市民陈立穿着一身运动装，在花红
柳绿中又开始晨跑。如今，晨跑三四十分
钟已成为陈立的早课。他沿着固定的线
路，从东风东路滨河公园起步，再顺着西运
河公园的沿湖绿道，直到北龙湖湿地公
园。时间充裕的话，陈立还会在北龙湖湿
地公园和凤山森林公园里多跑几圈。

“自从郑州有了绿道，我喜欢上了晨
跑，鸟语花香的，让人心情舒畅，连呼吸都
是甜的！快乐的一天从晨跑开始！”陈立感
慨的间隙，又深吸了一口气，清爽的花草味
儿被他“捕”到了身体里。

这几年，绿道已成了郑州的一道风
景。在绿道上，许多郑州市民和陈立一样，
或漫步，或骑行，或奔跑。

郑州最美的绿道在哪里？不少市民在
朋友圈或其他社交平台上晒过自己心中的
“网红绿道”，它们大都毗邻水岸，有人说是
郑东新区西运河公园的沿湖绿道，有人说
是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的沿河绿道，也
有人说是东风渠两岸的滨河公园。

而这些“网红绿道”只是郑州城市绿道
的一个缩影。目前，郑州城市绿道的总长
度已达3588公里，该长度沿着郑州三环快
速路可以绕 79圈。这些城市绿道犹如一
条条绿色走廊，串起了市内的公园、游园、
公交港湾、休闲驿站，也串起了郑州市民心
中的绿色情结。

“郑州市的生态廊道建设是从2012年
开始的，中原西路是郑州市的第一条生态
廊道。”郑州市园林局城市绿化处负责人张
永强介绍道，为了改善人居环境，让市民实
现“人在绿中走”的愿望，郑州市逐年加大

了生态廊道的建设。
据张永强介绍，中原西路呈东西走向，

全长约 11公里，北侧绿线宽度 50米，南侧
绿线宽度 80~120米。如今，走进中原西
路，首先看到的是由机动车道路面组成的
“灰带”，接着道路快车道两侧是由绿化带
和行道树共同构成的“绿带”，再向外是由
三排银杏组成的景观漫步道。

每逢节假日，总能看到不少喜欢骑行
的市民沿着中原西路骑行。据介绍，为了
方便市民骑行，中原西路上分别铺设了慢
行步道和自行车道，行人和骑行者可以在
组团花灌木与林荫树间穿行，真正达到人
车分离、快慢分离。

有了样板后，郑州的生态廊道建设进
入了“跑步前进”阶段。

郑州在总结国内外廊道建设经验的基
础上，提出了廊道建设的基本思路：在城市
“组团发展、廊道相连、生态隔离、宜居田
园”的布局下，通过中心城区到县市、到新
市镇、到乡村，用交通道路相连，两侧建设
绿化廊道。廊道里建设有自行车道、人行
步道，配置公交港湾、休闲驿站，实现“公交
进港湾、行走在中间、辅道在两边，休闲在
林间”，达到交通、人行、绿化、生态的和谐
统一。

2012年 2月，为发挥中原经济区建设
的龙头、重心和示范带动作用，郑州市在城
区及周围规划城市公园、游园及绿色廊道，
逐渐形成“两带、三圈、四心、九水、千园、三
十一廊”的网络化生态空间格局。如今，城
区景观环境明显提升，一座“新绿城”如画
卷般展开。

据郑州市园林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一般来说，生态廊道主要指的是沿着城
市道路建设的绿色道路，而绿道的范围更
大，不但包括生态廊道，还包括沿湖、沿河
的绿色道路。比如郑州市沿南水北调渠、
沿北龙湖建成的生态廊道，水系给生态廊
道增加了很多灵性，也有了市民津津乐道
的“网红绿道”。

春天的双鹤湖公园里百花齐放，家住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韩女士这
几日常来赏花。她说：“从苏州搬到郑州
将近 3年，越来越感觉港区‘生机无限’，
不仅是航空经济发展迅猛，城市绿道建设
也用心、持续，花草树木、雕塑小品、游园
绿地应有尽有，不比苏州园林差，常觉着
眼前都是画！”

据了解，郑州市在南水北调生态文化
公园、熊儿河、七里河、十七里河、昆丽河、
如意河、东风渠、双鹤湖、龙湖、凤渠等滨河
绿地内，已建成绿道 83.39公里，在建的贾
鲁河、魏河、潮河等绿道148公里。这些生
态廊道，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有的地方每
天有上万名群众在廊道休闲、游玩，夜晚有
上千名群众在廊道内组织跳舞、演唱等活
动。比如北龙湖湿地公园，沿北龙湖建了
绿道，绿道沿线绿化以乔、灌、草复层混交
为基本形式，保持三季有花，四季常绿，以
万柳堤岸为主要特色，将服务建筑和休闲
小平台置于柳林之中，成为市民滨水漫步
的绝佳去处。

值得一提的是，郑州的生态廊道和城
市绿道，除了满眼绿意外，还非常接地气。
很多廊道内配建了公厕、小卖部、运动场、
自行车驿站、休闲小广场、加油站综合体，
居民在绿道内行走，疲惫时可坐下休息，同

时可欣赏附近的绿树红花美景，极大提高
了生活的舒适度和幸福感。在休闲广场还
可自发组织或定期组织开展群众文化体育
娱乐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参与，成为市民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人与人之间交流机会
增多，在城市中构建了互相关爱的氛围和
人际关系。

在夕阳的余晖中，郑州西郊的一处绿
道内响起了欢快的音乐声，韩老太太和姐
妹们踏着鼓点跳起了“二十四步”。“每天来
跳一场，冒冒小汗，筋骨活络，心情别提有
多好。”老人家很时尚，一阵风吹落粉色桃
花瓣，落在肩头，犹如人入画卷。

这数千公里的绿道也改变了市民的出
行方式，开车上班的少了，步行上班、骑行
上班的多了。小黄便是“骑行一族”，他以
前只在周末骑行，如今天天骑自行车上下
班。“郑州的绿道里有自行车道、人行步道、
公交港湾、休闲驿站，每天骑车上班，一边
呼吸新鲜空气，一边锻炼身体，可以尽情放
松于大自然。”小黄说，绿道是交通、行人、
绿化、生态的和谐统一，能给喧嚣都市里的
人一段难得的“慢”生活。

不少老市民感叹：生态宜居的“绿城”
郑州，又回来了。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
郑州市区 146个公园、27个绿化广场、598
个游园、19495公顷
绿地，都与绿色廊
道成功相连。建成
区绿地率、绿化覆
盖率、人均公园绿
地 面积分别达到
35.84% 、40.83% 和
13平方米。

继3月29日《人民日报》聚焦郑州着力推进生态廊道建设，新“绿城”如画卷般“从里美到
外”后，昨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在重要位置分别刊发文章，对我市打造生态廊道、造
福百姓生活进行集中报道。

在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二七区段，
李可一边捡垃圾一边说道，在从事郑州市
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的绿道养护工作
中，他感觉很是自豪，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
工程，意义重大。

“在过去，这里少有绿植，如今，水渠道
边早已绿树成荫，三分种，七分养，我们的
养护工作主要是为了让这些树长得更好。”
南水北调管养二标段负责人李可说。

李可从事养护工作 8年有余，他说：
“如今这段区域的清洁工作量已翻倍，随之
翻倍的也是我的责任心。”保证南水北调水
渠两侧绿道的环境卫生是他们团队重要的
工作之一，以确保水源安全。

“绿道建设犹如为途经郑州的南水北
调水域增添了一张防护网，以保护水质不
受污染。”李可说。

据介绍，这段区域仅是长达 61.7公里
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的一部分，旨在为
当地居民提供更为舒适、绿色的居住环境。

郑州市园林局城市绿化管理处副处长
张永强介绍，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从
2013年开始着手建设，将南水北调干渠郑
州段两侧各200米区域规划建设成连接常
西湖南北区域、贯穿郑州都市区的一条特
色生态景观带，同时保证水源安全。

南水北调工程是我国的战略性工程，
分东、中、西三条线路，东线工程起点位于
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中线工程起点位
于汉江中上游丹江口水库，供水区域为河
南、河北、北京、天津四个省市。

“其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自南向北穿
过郑州市，因此，确保其环境干净卫生是很
有必要的。”张永强说。

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12月底，郑州
市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共完成拆迁
面积 334.5万平方米，清理垃圾 1429万立
方米，培土2135万立方米，完成投资23.98
亿元，累计完成绿化面积 1141万平方米，
其中，大部分园区已建设完成。

“南水北调生态文化公园为人们提供
了一个更加美丽和安全的出行环境，很多
居民喜欢来这里跑步或骑车。”二七区林业
和园林局副局长翟相海说。

家住郑州的一位跑友李海涛说，他平
时喜欢在早上6点和下午5点跑步，经常会
看到爷爷奶奶们推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公
园里散步。

“在这里跑步很舒适放松，尤其是满园
春色映入眼帘的时候。”李海涛说。

生态廊道建设是郑州都市区新型城镇

化的引领工程，自2012年2月16日启动以
来，郑州市上下围绕“绿”，采取有力手段和
措施，精心组织，全力以赴，以势如破竹之
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绿化建设高潮。

该生态廊道建设除水系两侧绿道建
设外，还包括城市主干道（干线公路）沿线
生态廊道（绿道）建设和铁路沿线两侧绿
道建设。

截至目前，郑州市生态廊道建设共完
成拆迁面积 4328
万平方米，清理垃
圾 5438万立方米，
培土 5650 万立方
米，总投资 281.49
亿元，建成绿化道
路 69条（段），总长
度3400公里。

央媒集中聚焦郑州生态廊道系列报道

头版头条点赞“醉美”郑州：

呼吸是甜的 生活是美的

郑州：七千里绿道编织市民“慢生活”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潘志贤

郑州生态廊道：开启百姓诗意生活
□中国日报记者 齐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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