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荷亭立，蒹葭
摇曳，气温刚一回升，
困了几天的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二七区大
学南路与南四环交叉
口的南环公园也恢复
了往日的喧闹。

市民张文娟搬到
附近居住两年多时间，
经常带着3岁多的女
儿来南环公园“打卡”，
亭台楼榭、小桥流水、
修竹幽静……见证着
她和女儿的美好时光。

郑州在变，天越来
越蓝，水越来越清，地
越来越绿。对于像
张文娟一样的普通
市民来说，这种变化是
有“质感”的——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战龙/文
李新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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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蝶环境蝶 家园美家园美

南环公园是在原中原窑厂及垃圾
回填场上建起的一座生态公园。

公园中心湖，池面冰初解，几只正
在水中嬉戏的天鹅成为市民尤其是孩
子关注的焦点。“中心湖在设计时利用
原有场地低洼区域直接开挖而成。”讲
解员郭蕊说。

中原窑厂建成于20世纪60年代，自
建成以来一直烧砖制瓦、就地取土，使得
周边形成了深约30米、面积近5万平方米
的深沟。随着城市的发展建设，以及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的逐年增多，废弃的中原
窑厂成为垃圾场，最终形成高出地面7~8
米的垃圾山，环境脏乱不堪，杂草横生，垃
圾成堆，蚊虫肆虐，周围居民痛苦不堪。

2008年，南环公园启动建设，施工
本着垃圾不出园，不造成二次污染的设
计原则，通过挖湖堆山的传统手法，对
园区内垃圾进行消纳处理。

公园采用工程技术修复及生物技

术修复等多种手段，根据地形因地制
宜、进行生态修复改造，恢复生物与自
然环境之间的平衡。

郭蕊说，山林康体区原来属于园区
南部垃圾填埋区。建设施工中，工人们
克服了一系列难题，运用了多种技术手
段。种植的草木都是选择适应性强、抵
抗能力强的树种，将土壤中有害物质转
化为气态物质。

现在，田园风貌的南环公园已经成
为市民竞相打卡的网红地，200多种绿化
植物，乔、灌、草合理配植，营造出“春季
繁花似锦，夏季绿树成荫，秋季层林尽
染，冬季枝干苍劲”的四时美景。粉嫩的
海棠、洁白的樱花、火红的石榴、淡紫的
丁香，吸引着游客市民到此打卡留念。

而公园内保留的山杏、毛白杨、樱
桃等原有的树木，既承载着当地居民的
回忆，更见证着废弃窑厂蝶变为公园的
历史烟云。

2019年 9月 16日，新郑市龙湖镇泰
山村村委广场，西泰山村集中供暖建设
工程开工仪式启动，标志着泰山村取暖
从电、天然气到地热的蝶变。

泰山村位于新郑市龙湖镇镇区西
南部，过去是个“冬春光秃秃，夏秋长荆
棘，刮风满脸土，下雨满身泥，山上石头
多，出门就爬坡，姑娘嫁山外，后生光棍
多”的贫困山村。在村支部书记乔宗旺
的带领下，泰山村探索出一条“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的崛起之路。

进入泰山村，别致的小楼错落有
致，整洁的马路勾连村庄，昔日的采石
坑碧水清波，如一幅美不胜收的图卷。

泰山村以“既不能千篇一律，又不
能杂乱无章”为原则，提出以“五化”村
庄治理标准打造升级版美丽乡村。

——村庄建设园林化，聘请专业团
队规划设计，根据九个自然村不同特点
进行相应绿化升级改造，实现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一村一特色的风格。

——家庭小院花园化，积极发挥党
员联户机制优势，发动党员，动员群众，
集中拆除百姓院内私搭乱建 200多处。
村委为全村每个家庭小院提供花架，并
为村民种植爬藤月季和花木，每一个自
然村特色不同，共同形成了三季开花、
四季常绿的美丽田园景观。

——村庄道路林荫化，结合村内道

路两侧空间布局对绿化进行立体设计，
充分利用空间，实现绿化带整体层次分
明、错落有致。

——农民田地林果化，全村共栽种
各类林果1500多亩，升级污水管网并利
用排放达标后的污水进行引流灌溉，实
现无污水横流要求，提升果园产量。

——荒山荒沟森林化，将“双改”工
作与美丽乡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相结
合，大力推进 4000亩荒山荒沟绿化工
程，平整石头坑，恢复山体。

泰山村的“能源革命”也经历了多
个版本的迭代升级，“从最早用煤烧柴，
到改造为用电，到用上天然气。”泰山村
党支部副书记、监委会主任张艳说。

当年，天然气替代煤气的“二次能
源革命”时，村党支部书记乔宗旺算过
一笔账，四口之家早中晚三餐都用液
化气,一瓶 110元的液化气只能用一个
月。一瓶液化气相当于 18方天然气,
按每方天然气 3元计算，一瓶同样容
量的天然气只需 54元左右，相当于节
约了一半的费用，全村 2000多口人，用
天然气每年可节约 100多万元。

乔宗旺说，清洁能源集中供热是泰
山村推进节能减排、改善人居环境、提
高供暖质量的一件大事，更是落实“生
态乡村”战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实际举措。

绿树碧波的小镇“绿肺”
冬日的望京楼水库，人鸟声俱绝，

树木繁叶落尽，枝丫孤傲地伸向天空，
与天与水共同构成了一幅鲜明中原地
区特色的冬景图。

沿水库溯流而上，两岸连片的果木
和苗圃尽现眼底，冯松林果园里主要栽
种的是软籽石榴、桃树和李子树。“这以
前是我的养猪场。”冯松林指着成片的
果树说，望京楼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启动后，他转型搞起了果树种植。

2018年，为打好打赢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解决饮用水水源地突出环境问
题，新郑市根据省市要求，启动望京楼
水库水源地专项整治行动。

根据任务分解，两年时间完成望京
楼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的“划、立、治”——
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立保护区边界
标志、整治保护区内环境违法问题——
最终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保持和改
善，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

“最棘手的问题是保护区内的拆
迁。”新郑市新村镇经济和发展办公室的
闫征亮坦言，保护区内有养殖场、家具厂、
农家乐等，“一方面要对标对表完成保护
区整治任务，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减少老百
姓的损失。”

新村镇摸索出的解决之道是——
产业转型或易地搬迁。

冯松林就是产业转型的代表之
一。“孩子当兵的，咱得有大局意识。”身
穿迷彩装的冯松林说，水源保护区对农
药化肥地使用有着严格要求，“没化肥
农药，绝对无公害”，种出的水果，产量
上可能与其他地方稍逊一筹，但是“甜
度口感上绝对独领风骚”，价格也自然
随行就市水涨船高。

而“干了十几年家具”的时付立则
选择了搬迁，家具厂整体搬迁到镇区附
近的物流园。

数据显示，新郑市望京楼水库地表
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整
治问题所涉及新村镇一级保护区内需
拆除的建设项目36处（多为彩板房），共
计建筑面积21713.62平方米。

如今，水库周边的养殖场、农家乐、
仓库已经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
苗圃和果林，这里不但有“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还有“五月榴花照眼明”，一个清
波荡漾、花木参差的“小镇绿肺”正徐徐
揭开面纱。

碧水荡漾，青山如黛，蓝天如镜，拥
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对老百
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和梦想。

这个幸福和梦想，已日益成为现
实，因为，就在我们身边。

废窑上的“公园”

升级版美丽乡村

南环公园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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