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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改造
生态风光提“颜值”

为加快落实北部片区“十四五”
交通专项规划，金水区强力推进道路
路网改造，将鸿苑路、鸿安路等 8条
道路专项规划与北四环、S312及大河
路东延长线有效接驳，建成鸿苑路、
水厂南路等慢行步道，同时与现有的
京港澳高速公路、S312生态廊道慢行
系统有效衔接，形成“两横两纵一环”
的对外交通格局。

未来，将在片区设置 12个公共
停车场，占地面积约 42400平方米，
可以提供 1128个小汽车泊位、75个
大巴泊位；建设内外兼顾的多层次
公交体系，规划 2条市区接驳线，实
现城乡公交与公路客运、地铁的
便捷换乘；灵活开通休闲观光公
交，串联黄河大堤、湿地公园、郊
野公园的观光路线。目前，已建
成振兴路，将马渡、来童寨、黄岗
庙以及周边田园风光串珠成链，
是一条独具沿黄特色的美丽乡村
慢行观光环线。

金水区致力于建成天蓝、水清、
地绿的“城市后花园”，勠力打造“自
然风光+黄河文化+慢生活”的郑州
“普乐园”。“山水林田湖路村”综合
治理+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为景观
的核心片区+黄河大堤景观带+贾鲁
河景观带+京港澳高速公路绿廊，一
气呵成整体景观骨架，将辖区沿黄
片区打造成生态旅游休闲和绿色创
新发展兼备的“未来乡村”聚落。

金秋黄河边，文化文旅等你
来。一个以“旅游、游玩、休闲、观
光、度假、种植、科普、教育、展览”等
为系列主题的金水“世外桃源”“郑”
等你来。

从“美丽乡村”向“未来乡村”迭代演进

黄河南岸最美“桃花源”

兰花娇俏，芬芳肆意，民宿面朝
幽静的石沟河缓缓打开。

黄墙灰瓦，蓝门白伞，幸福湾仿
佛彩虹落下了所有颜色。

“一家最懂生活，归心的民宿”，
黄河南岸来童寨幸福湾用一句话定
义了生活。

深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三年，金水区亮出大手
笔，彰显大写意，展示时代新画卷。
三年来，金水区对沿黄15平方公里
进行系统规划，以马渡、来童寨、黄
岗庙3个美丽乡村精品村组团建设
为重点，推动从“美丽乡村”向“未来
乡村”迭代演进，建设郑州北部、黄
河南岸最美“桃花源”。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翠
党贺喜 通讯员 王莉 薛王颖

全域景区
美丽乡村变“桃源”

爬墙幽兰探枝头，墙内开花墙
外香。

来童寨幸福湾大门两侧联排民
宿靓丽迎客，水泥主题、儿童主题、
商务轰趴等 12套不同的房型中，有
觥筹交错的朋友“轰趴”，也有幸福
和谐的亲子度假……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为奔腾不息的黄河塑造出一幅
幅温馨可人的幸福画，从而卷组成
郑州北部、黄河南岸的“桃源图”。

“现在房间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下周，来这里的旅客越来越多，这儿
已成网红打卡之地！”民宿经理人娜
娜自豪感溢于言表。

来童寨幸福湾民宿“爆单”的背
后，是源头规划和顶层设计的合力
使然。

马渡村、来童寨村、黄岗庙村位
于郑州市郊区东北方向北四环以北区
域，北邻黄河，是黄河流域沿岸村庄，
也是金水区仅有的3个农村村庄。

金水区以全域景区化为标准，
按照“政府投资搞基建、群众筹资建
庭院、平台公司引产业、社会各方助
发展”的模式，统筹城乡融合、基础
设施建设和村庄改造提升，着力打
造“服务更便民、环境更有序、设施
更完善”的沿黄未来乡村聚落，构建
以河流和道路为脉络、以公园和农
田为支撑的城郊型田园生态系统，
一体推进乡村设施改造、服务提升、
乡风塑造和治理创新，强力推动从
“美丽乡村”向“未来乡村”的迭代演
进，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新样板、乡村振兴战略
全国标杆、全域乡村旅游示范区。

五千里黄河，承载着数不尽的
历史记忆和文化典籍。

坐标马渡，这里记载着黄河
文化的一段神奇特质，一曲传奇
赞歌。

黄河自马渡村进入金水区，
这里有始建于公元 1722 年的马
渡险工，登临于此可一览母亲河
之壮美。马渡因“泥马渡康王”
历史典故而得名，历史上这里曾
经是黄河上的古渡口，是连接古
都汴梁、洛阳和沟通黄河南、北重
要的货运码头，昔日车船云集、商
贾如潮。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南
渡录》中记载：宋王赵构，为徽宗
第九子，封为康王，靖康元年
（1126）作为人质出使金国，因与
金太子同射，三箭俱中，金人以为
宋朝派了个长于武艺的人冒名顶

替而遣返他，要求换真太子来，因
此赵构得以脱身。逃跑路上，赵
构在崔府君庙打了个盹儿，梦见
崔府君对他说：“金人追过来了，
快走，门口已准备了马。”于是，赵
构惊醒，发现马已在侧，便跃上渡
黄河，过河后把马拴在一棵树上
稍作休憩，转身后发现马已化为
泥塑，这就是流传千年的“泥马渡
康王”的故事。

那时的人们非常迷信，认为既
然开国皇帝在此落脚，此地肯定
是风水宝地，就在此垛墙筑舍定
居下来，天长日久，居民越来越
多。为了交际方便，将村名定为
马渡，后成马渡村。而距此东约 1
公里的来童寨村有一棵“千年皂
荚树”，相传是“赵构拴马桩”，与
“泥马渡康王”历史典故自成一
体，遥相呼应。

金水区按照“一村一特色、三
村联动、同步推进”思路，将马渡、
来童寨、黄岗庙 3个村分别定位为
科技文化创新型、慢享康养体验
型、非遗引导研学型未来乡村，统
筹打造片区产业。

一马当先的马渡村创立“马渡
梦想科创小镇”，以国家级创业小
镇为目标，积极承接金水科教园区
产业外溢，引入第三方运营机构负
责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现已入驻
科创、文创、农创等各类企业59家，
其中新三板挂牌企业 1家、500强
企业河南办事处1家，聚集科创、文

创、农创专业人才600多名，带动就
业岗位50多个，影响和培训自主创
业人才100多人。

黄岗庙村积极建设“非遗文化
特色小镇”，正在与河南中域洽谈
落户事宜，并推进青少年教育实践
基地、产学研成果转化基地等项目
落地。

来童寨村积极筹划建设“休闲
康养小镇”，已与多个中医药研究
院、医药类院校、康养机构、太极传
人等洽谈合作，打造集中医文化、
药膳、太极养生等为主的休闲康养
基地。

神奇传说 黄河文化赋“风韵”

产业振兴 科创小镇换“气质”

金水区来童寨，黄河岸边的美丽乡村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