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济区古荥镇内分布着修建于
战国时期的保存最完整的“荥阳故
城”，有“华夏第一城”之称的西山遗
址和全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冶炼
工厂——古荥汉代冶铁遗址等遗
迹，曾经繁荣一时的荥泽古城，见证
了华夏文明5000年的沧海桑田。

荥阳故城、纪信庙、城隍庙、惠
济长桥等国保、省保单位在惠济区俯
拾皆是，西山古城被考古界誉为中华
第一城等人文景观保存完整，历史文

化、黄河文化，已成为惠济的符号。
以荥阳故城、西山古城、纪信

庙、城隍庙和汉代冶铁遗址等为依
托的古荥镇及周边，是郑州市历史
文化资源比较集中的区域。

大运河文化片区作为郑州市
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四个历史文
化片区之一，已列入省市重点项目，
荥阳故城也作为大运河文化片区的
核心项目，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

运河明珠光华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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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黄河文化是惠济区最大的文化优势，把黄河生态文化带建设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展示的主体工程，“突出自
然、融入文化”，将黄河文化、大汉文化、运河文化等历史文化演绎好，打造“华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魂”的主地标。

深度挖掘、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以运河文化为主线，呈现以荥阳故城为代表的文化地理单元，促进产业与文
化跨界融合。深入挖掘弘扬历史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为北静惠济增色添彩。
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怡辰 蔺洋

惠济区作为郑州市内五区之一，
因境内遗存隋唐时期的惠济长桥而
得名，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发展的重
要区域。

“惠济长桥”是“荥泽八景”之一，
始建于隋唐年间，桥下流淌的通济
渠，带动了此地的繁荣，惠济桥成
为隋唐大运河上的重要水上交通

枢纽。“彩虹天半落何年，惠济美名
到处传。”清县令崔淇对惠济长桥
美景赞曰。2014年 6月 22日，这座
坐落在通济渠郑州段的惠济桥作
为中国大运河项目上的重要节点
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得名
于此的惠济区也如同这座长桥，被
更多的人熟知。

“围绕黄河文化、大汉文化、运河
文化三大历史文化特色，努力打造以
文化为特征、以旅游服务为主体功能
的城市核心板块，打造黄河文化主地
标，为讲好郑汴洛‘三座城、三百里、三
千年’的文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惠
济区锚定文化发展目标。

7月24日，重大文旅项目黄河天
下文化综合体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
通过演艺等沉浸式文化体验集聚旅
游人气，使周边景区由单一性旅游观
光转变为涵盖多业态的文化深度体
验型景区组团，演绎黄河文化中原文
化的绚丽灿烂。黄河国家博物馆选
址已定，惠济区下半年将重点加快大
运河文化片区建设，力争用3年左右
时间形成一批具有黄河文化代表性

和国际影响力的文旅产品。
目前，惠济区正在根据市委要求，

以“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黄
河流域历史文化展示区、高质量发展引
领区”为目标方向，积极谋划，主动作
为，坚持生态为基、文化为魂，加强黄河
研究，全面梳理黄河流域文化内涵，配
合市级着力打造从西山遗址、荥阳故
城、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到花园口抗日
遗址的沿黄文化带等。依托黄河文化
公园规划建设“自然风光+黄河文化+慢
生活”休闲生态系统，让沿黄区域成为
慢生活、微度假理想目的地。

体味“老”惠济、感受“新”惠济，
下一步，惠济区将把文化融入发展的
全过程，体现惠济特点，彰显郑州特
色，烙上河南印记，打响国际品牌。

惠济桥见证曾经的繁荣

通济渠郑州段是隋代大运河的
中枢河段，也就是通济渠流经今日惠
济区的部分，隋运河全长 2700多公
里，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
京），是为永济渠；南达余杭（今杭
州），是为通济渠和邗沟。南北两个
方向的河道在华夏大地东部平原上
构成一个巨大的“人”字。开凿最早、
时称“御河”的通济渠，是这“人”字那
一撇的起首。

通济渠开通后，从隋至元通航
700余年。隋唐时代，渠岸风景可谓
盛大。据《大业杂记》记载，当时的通
济渠“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
大道，种榆柳”。据说，隋炀帝对运河
大堤上千里相接的柳荫喜爱不尽，于
是给柳树赐了御姓，称为“杨柳”。唐
时诗人白居易写下《隋堤柳》，盛赞柳
荫绵延相接的胜景：“西至黄河东至
淮，绿影一千三百里”。

大运河传承千年文明

弘扬中原文脉讲好黄河故事

曾经的古城见证华夏文明

摄影 曹清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