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送”黄河入海流

李红军刚来到桃花峪
时，站在分界碑顶，西看沟
壑纵横，东望一马平川，立
即明白了这里为什么是黄
河中下游的分界点。“桃花
峪是黄河流经的最后一道
峡谷，从桃花峪往下，黄河
就进入了广阔的华北平原，
再无山体束缚”。

桃花峪位于中国三大
阶梯地势二、三级交接点，
是山地与平原的衔接处。
黄河从这里进入华北平原
后，河道变得宽浅，水流变
得散乱，泥沙开始淤积，河
床逐年抬高，形成了举世闻
名的“地上悬河”。桃花峪
向东几公里处，就是千里黄
河大堤的起点。

“黄河历史上数次改
道，都是从桃花峪开始。”李
红军指着桃花峪以西的黄
河说，“这是 4000多年的河
道，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什么
变化。”他又指着桃花峪以
东的黄河，“这是 500 多年

的明清河道，历史上变过很
多次。”据史料记载，黄河下
游改道共有 26 次，其中大
的改道为 5 次。“三十年河
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最
早就是形容黄河经常改道，
改道后原来在河东的地方
变到了河西。

1999年，桃花峪控导工
程开始修建。“修建这个工
程最初是为了保护汉霸二王
城遗址。”李红军说，桃花峪
控导工程稳定了河势流路，
在保护汉霸二王城的同时，
也有效减轻了因河势变化给
滩区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
响，增加了从桃花峪向郑州
市引黄供水的可靠性。

李红军 2003年来到桃
花峪后，主要任务就是工程
养护和防汛抢险。“桃花峪
控导工程守着一山一河，我
们守着工程。”李红军至今
仍记得 10多年前的一次汛
期险情，当时雨不住地下，
他和同事已经守在河边三

天三夜没有合眼，夜里雨歇
之时，实在支撑不住的他们
就躺在岸边石头上眯了一
会儿。大约凌晨两点钟，李
红军蒙眬中听到“哗啦哗
啦”的声音，他立即惊醒。

“起来，起来，又出险了！”李
红军一声大喊，大家全都一
跃而起。他们循声找去，
很快就发现一处堤坝受大
流顶冲，根石走失，坦石正
在下滑，李红军等人立即
投入抢险中，并将险情上
报，在多方合力下，最后险
情得到有效控制。“当时幸
亏发现及时，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李红军事后仍心有
余悸。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如今的桃花峪跟李红军
初来时相比已变化许多，山
更绿了，河更顺了，工作环境
更好了，堤防建设更加标准
化，巡堤查险也更加智慧化，
唯一不变的是李红军等“黄
河人”守护黄河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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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玉东）昨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
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就近年
来我省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成效进行通报。

近年来，河南检察机关统
筹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四大检察”职能作用，携
手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河
南省水利厅等多家单位，以法
治力量守护幸福美丽黄河，共
办 理 各 类 黄 河 保 护 案 件
13886件，25起案件入选最高
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

河南检察机关 2024年与
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开展“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公益护航
专项行动，紧盯文化市场净
化、旅游市场规范、文物和文
化遗产保护等重点领域，目前
已 办 理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233
件。2024 年，积极探索推动
黄河流域跨区划协同履职，受

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委
托，与黄河水利委员会、省水
利厅密切协作，共同承接服务
九省（区）的黄河水行政执法
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指挥中
心建设，目前已初步建成，今
年即可投入使用。

我省在黄河流域率先建
立“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
新模式，探索保护河湖生态
环境新路径，266 个黄河“四
乱”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并全
部销号。为服务保障黄河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2020 年 9
月，河南省委改革办、省河
长 办 、省 检 察 院 联 合 印 发

《河南省全面推行“河长+检
察长”制改革方案》，将“河
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模式在
全省推广。

近几年，全省河长办共
向检察机关移交问题线索
2243 件，检察机关发出检察
建议书 871 件，黄河面貌持
续改善。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
每至傍晚，桃花峪总是游人
如织。站在分界碑广场的松
树下远眺，汀洲云树共茫茫，
斜晖脉脉水悠悠。在此处，
长河落日、金波浩渺，“白日
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
之景从诗中走入眼中。

20年里，李红军眼看着
桃花峪一天天变为今天的美
丽模样。而今李红军虽已退
休，但黄河上只要有需要，他
都是随叫随到。平时他也是
隔三岔五就回到桃花峪看
看。在这里，他经常遇到一些
年轻的骑行者和拍照者，有时
候他与这些年轻人攀谈，了解
到如今桃花峪在社交媒体上
非常火，是大家口口相传的网
红打卡地。每每听到这些，李
红军心里都很高兴，他经常会
化身讲解者，向大家讲述桃花
峪的历史和变化。

沿着李红军的目光再次
向西看去，一座大桥横跨黄

河南北，落日映照下如一条
闪着金光的巨龙横卧大河之
上。李红军说，桃花峪黄河
大桥 2010年 3月开始建设，
2013 年 9 月 27 日 正 式 通
车。3 年多里，他看着大桥
一点点建成。当第一次看到
有车辆通过大桥时，他不禁
思绪万千。古时，桃花峪是
一个渡口，两岸人们往来只
能靠船。千年前的人们绝对
想象不到，千年后一桥飞架
南北，顷刻间就能到河对岸。

漫步在桃花峪堤坝上，
绿树成荫。李红军说，坝上
的树大多是他在这里时栽种
的，如今都已长成参天大
树。它们与一代又一代的

“黄河人”一起守护着黄河安
澜。夕阳西下，我们站在桃
花峪，和李红军一起目送黄
河水冲出山谷、流向平原、向
东奔流……
记者 李宇航 田莎
刘盼盼/文 周甬/图

黄河之滨、邙岭之尾，一座21米高的黄河中下游分界碑高高矗立。作为万里黄河中游
和下游的分界点，这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桃花峪。

跟随“老黄河”李红军登临碑顶，俯瞰大河滔滔，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向西看，邙岭绵延、
山峦叠翠，黄河从沟壑纵横里走来；向东看，一马平川、天远地阔，黄河向广袤平原奔腾而
去。近20年间，李红军就是在这里，“护送”着黄河从中游流向下游、从山地流向平原。

脚踏中下游 万事不用愁

桃花峪位于荥阳市广
武镇，原是一个三面环山、
一面向水的山谷。在黄河
中下游分界碑下，地上可以
看到一条长长的分界线，一
侧写着“中游”，一侧写着“下
游”。李红军领着大家走到
分界线上，一只脚踏在“中
游”，一只脚踏在“下游”。他
笑道：“这里有句俗语，脚踏
中下游、万事不用愁。所以
来到桃花峪，首先要做的事
就是一脚踏‘两游’。”

李红军今年 62 岁，退
休前是荥阳河务局的一名
职工。16岁那年，李红军进
入当时的黄河石料厂工作，
自此与黄河结缘。2003年，
李红军调至桃花峪控导工
程工作，开始了他在桃花峪
的守河岁月。从采石料供
黄河防汛抢险使用，到真正
在黄河一线守堤防汛，可以

说，李红军的大半生都在守
护黄河。

“我生于荥阳南部，老
家 离 黄 河 还 有 六 七 十 公
里。来到桃花峪工作以前，
我对这个地方并不是很了
解。”而现在的李红军，提起
桃花峪的历史，如数家珍，

“桃花峪最早叫僧朗谷，晋
时高僧僧朗曾在此布道修
行。到唐德宗时，皇家在此
修筑昭成寺，又因这里种植
的桃子品质极佳，僧朗谷成
为唐王朝的皇家果园，人们
也开始把这个地方叫做桃
花峪。”李红军说，桃花峪因
景得名，据《河阴县志》记载，
桃花峪“夹岸多桃树，春三
月时，游人为之目眩”。

“你们知道象棋中的
‘楚河汉界’现实中也在这
里吗？”顺着李红军所指，从
桃花峪向西南看去，不远处

是汉霸二王城，二王城中间
就是鸿沟，即著名的“楚河
汉界”。李红军讲述道，楚
汉相争时，刘邦与项羽以鸿
沟为界对峙，分别在鸿沟两
侧的山头构筑军垒，留下了
汉王城与霸王城，也留下了

“楚河汉界”的典故。
2000多年前，桃花峪附

近的鸿沟成为楚汉分界；
2000多年后，桃花峪被定为
黄河中下游分界。李红军
说，长期以来，关于黄河中下
游分界点至少存在3种说法，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洛阳旧孟
津说和荥阳桃花峪说。黄委
会自1946年成立以来，一直
以桃花峪为黄河中下游分界
点，但中学地理教材长期采
用的是旧孟津说。2008年国
务院批复的《黄河流域防洪
规划》明确指出桃花峪以下
为黄河下游。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保护母亲河我省在行动
检察机关办理各类黄河保护案件13800余件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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