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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堤能否成为“郑州的外滩”

3月26日，在2011“家园郑州·快乐悠游”活
动启动仪式上，市旅游局进一步整合黄河生态
旅游资源，推出了新编排的黄河风光休闲游等8
条城市游线路，使广大市民更好地领略郑州的
都市风情和文化魅力。

而在上月中旬举行的我市“两会”上，市人
大代表禹舜建议，黄河大堤已有 2000 多年历
史，总长度超过万里长城，修筑技术更复杂，建
议申报世界遗产；市政协委员宋丰强建议，将沿
黄一线打造成郑州的“上海外滩”。

近年来，市民提议在黄河大堤举办“水节”、
建主题公园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从官方到民间，黄河大堤为何受到如此强烈
的关注？黄河大堤有何价值和意义？黄河大堤能
否成为“郑州的外滩”？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黄河大堤媲美长城

水是生命的源泉，黄河哺育了华夏文明，黄
河大堤则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兴衰与发展历程。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文明
的摇篮，黄河大堤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水利
工程，建议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在市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上，惠济区人大代表禹舜建议。

禹舜认为，黄河大堤始建于战国时期，历朝
历代都作为国家工程高度重视，不断加固修筑，
直至今日，已有 2000多年历史。现行的黄河大
堤有 1500 公里，但旧堤总长度约为 7000 公里。
如果加上明清、北宋、东汉、西汉时期的黄河故
道，以及中上游的部分大堤，黄河大堤的长度绝
对超过了万里长城。从技术含量看，修筑黄河
大堤的技术更复杂，科技含量更高，更能体现劳
动人民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黄河大堤不仅是防御水患、浇灌沃野的大
型水利工程，也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一大奇迹，
万里长城位列世界八大奇迹，1987年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去年我市的天地之中也申遗成
功，而黄河大堤至今仍在沉睡，而且在很多地方
的黄河大堤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令人心
痛。”禹舜说。

无独有偶，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提交了《关于
开展黄河大堤申报世界遗产研究的建议》，引发
了极大关注。

“黄河大堤被誉为‘水上长城’，可与万里长
城相比拟。”张亚忠指出，长城始建于春秋战国
时期，后经历代特别是秦、明两代多次修筑加
固，得以保存至今。黄河大堤几乎与长城同龄，
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筑堤，秦统一中国后，堤
防得到进一步统一管理，明代又进一步发展加
固。今日之堤防更加坚固完备，在保障国家建
设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长城上有雄关、
垛楼和烽火台，而黄河大堤上有数以千计的防
洪石坝，非常雄伟壮观。把黄河大堤与长城比
作中华大地上的孪生兄弟，也不为过。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对照《保护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有关世界遗产的定义和
标准以及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黄河大堤完全
具备申报世界遗产的资格”。张亚忠说，考虑到
下游黄河与黄河大堤是不可分的，下游黄河有

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也可以作为自然遗产来申
报，黄河大堤与下游黄河如果作为文化与自然
双重遗产申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众所周知，一个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会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带来巨大的商业效
益。张亚忠认为，黄河大堤申报世界遗产还有更
重要的意义：黄河大堤如能成功“申遗”，让人们
认识到黄河大堤是伟大的水利工程，必将振奋民
族精神，增强自豪感，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对沿
黄地区的国土整治和发展治黄事业大有好处。

一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绵延千里的黄河大堤巍巍壮观，是沿线人
民用鲜血和智慧修筑起来的坚实屏障，也是一
座民族精神的丰碑。

历史上，黄河有文字记录的决口达 1590
次，改道 26 次。在与洪水的长期搏斗中，中华
儿女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留下了无数感天地、
泣鬼神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治黄抗洪的画卷更是
波澜壮阔：1949 年，黄河下游两岸组成的 40 万
人的抗洪抢险队伍奋战了 40余天，战胜了大洪
水；1958年黄河花园口水文站发生洪峰，河南、
山东两省组织了 200 万人的抗洪大军，誓保大
堤安全；1982年黄河花园口水文站发生洪峰，31
万军民上堤奋战，终于击退了洪水……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河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王星光告诉记者，黄河大堤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文化内涵，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优美
的传说，闪烁着璀璨夺目的文化符号。

黄河大堤上，一系列历史人物和事件彪炳
史册：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佳
话；提出“治河三策”的西汉治黄战略家贾让，提
出“治河二策”的元代工部尚书贾鲁，总结出黄
河堤防“植柳六法”的明代河官刘天和，提倡用
石料修河的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中国近代水
利先驱、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人民治黄事业的
开拓者、治黄专家王化云等人留在了历史的记
忆中；1946 年至 1947 年，周恩来领导解放区军

民开展了黄河归故斗争；1952 年 10 月，毛泽东
第一次出京视察，来到郑州黄河南岸，发出了

“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记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黄河下游在

华北平原形成了高耸的“悬河”，威胁着 25万平
方公里地区内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管住桀
骜不驯的黄河水，一代代黄河儿女不懈探索治黄
方略，北岸自我省孟州以下，南岸自郑州铁路桥
以下，除了个别河段依傍山麓外，两岸皆筑有大
堤，成为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 60多年来，先后对黄河大堤进
行了三次大规模整修，使大堤成了“水上长城”，
防洪能力大为提高，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修建
黄河大堤所用的土石方，可建13座万里长城。

和黄河大堤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常丰富，我市就有1938年蒋介石“以水代兵”的
花园口扒口处，被称为黄河第一坝的“将军坝”、小
顶山毛泽东视察黄河纪念地等众多人文景观。

在与黄河洪水的抗争中，劳动人民逐渐形
成了曲调高亢激奋，节奏沉稳有力，调式变化频
繁的“黄河号子”。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因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已入选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

有人感叹，黄河大堤的价值和长城相比毫
不逊色，长城现在更多的是具有观赏、教育价
值，而黄河大堤仍发挥着多种重要作用。有必
要重新审视和认识黄河大堤，挖掘这一伟大水
利工程的价值，弘扬劳动人民从中体现出的高
超智慧和战天斗地、不屈不挠的精神。

很多人在网上发帖留言，新华网网友“zmj”
认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华儿女的

“精神脊梁”；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生命之
源、文明之源。她们都凝聚着中华文明五千年
的心血、期望和创新力量！

新浪网网友“鸟衣狐进”作联曰：巍巍黄河，几
千年故堤筑华夏；荡荡青山，一万里同脉成乾坤。

大河网网友“水木年华”说，中华儿女在与
黄河大洪水搏斗中所体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坚
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就是黄河精
神，黄河大堤，就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郑州网友“爱我嵩山”说：“长江长城，黄山
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世界各地的华人只要

提到黄河、长城，都会和祖国母亲联系在一起。
期望黄河大堤早日申遗成功。

他山之石

人类建设、保护、利用水利工程可谓历史悠
久，硕果累累。

国外很多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成功入
选世界遗产名录。

西班牙的托莱多古城至今还保存着罗马时
代的渡槽和排水系统，1980年，该城被整体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法国在罗马帝国时期修建的引
水高架渠、西班牙塞哥维亚旧城及输水道，1985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法国南运河，
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比利时拉卢
维耶尔和鲁尔克斯主运河上的 4 个船闸及环
境，1998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国内大型水利工程成功申请或正在申请世
界遗产名录的，也不乏先例。

千年古堰都江堰，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地下长城”坎儿井，2006 年 12 月 15 日入选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京杭大运河是世
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目前有8省市的35个城市
正在联合进行京杭大运河“申遗”工作……

古往今来，人类喜爱逐水而居，水流所到之
处，莺飞草长，万木葱茏，充满生机。

正是因为傍水而建，武汉被誉为“江城”，兰
州、石家庄、济南等城市谋求跨河发展，上海外滩、
武汉的沿江大道、长沙的橘子洲头、广州的二沙岛
等河岸水畔之地，则建成了城市的“后花园”。

百余年来，外滩一直作为上海的象征出现
在世人面前。

上海外滩面对开阔的黄浦江，背倚风格迥
异的建筑群。独特的地理位置，江面、长堤、绿
化带及美轮美奂的建筑群所构成的风景线，使
外滩成为上海的一大景观。早晨，外滩是人们
的健身场所；白天，它是繁华热闹的游览胜地；晚
上，华灯初上，外滩周围一座座灯光辉煌的建筑
物犹如水晶宫，构成了夜景长廊，令人赞叹不已。

滔滔黄河几经辗转，襟连郑州，奔流东去，
直插大海。

作为黄河岸边一个历史悠久的现代大都市，我
市曾在《人民日报》、央视等权威媒体
刊播了“黄河之都——中国郑州”的
城市形象广告，中视金桥城市品牌传
播中心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
63.5%的受众看过郑州的城市形象
广告，85%的看过此广告的受众认同
郑州系“黄河之都”的城市定位。

作为“黄河之都”，郑州如何保
护、利用黄河大堤，进而打造城市
名片，显然是题中应有之意。

如何打造“郑州的外滩”

在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上，市长赵建才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从今年开始全力加快
建设郑州都市区，拉大城市框架，
实现延伸发展。未来，郑州都市

区将直抵黄河南岸。
显然，黄河大堤成为“郑州的外滩”，已是指

日可待。如何对黄河大堤进行妥善保护、开发
和利用，人们纷纷献计献策。

在年初举行的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民盟
河南省委副主委毛德富提出，将黄河文化打造成
为我省的一大文化品牌。他建议通过定期举行
大规模的“黄河文化论坛”，归纳当代积极进取的

“黄河文化精神”；借助花园口建设的“诗韵碑
林”，在全国广泛征集有关黄河的诗文，为黄河文
化增加当代内涵；在黄河大堤修建具有文化意义
的特殊文化型建筑“德水楼”，使其成为传统黄河
精神承载者，成为当代黄河文化的寄托者。

王星光建议，开发建设黄河大堤，首先要收
集、整理相关史料，对黄河沿岸的重大历史事
件、传说等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次是保护好黄
河大堤的生态环境，统筹兼顾发展沿黄灌溉、旅
游、养殖等项目，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保
障黄河防洪工程安全。

《黄河黄土黄种人》杂志社社长卢丽丽提
议，顺应人们对母亲河的崇拜，结合“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在黄河大堤举办“水节”，让大众参
与、感受母亲河的伟大，提升华人对黄河的认
同、归属感。

在网上，网友们也纷纷发帖献策。
近年来，在黄河大堤沿岸，经营活动日益增

多，给黄河大堤的安全带来影响。有网友留言
说，希望有关部门加强对黄河大堤上非法砖窑
场采土烧砖、人为破坏黄河湿地、在黄河滩区非
法采砂、游人及餐饮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等行为的监管，加大对黄河大堤的保护力度。

黄河大堤文化底蕴深厚，具有丰富的人文
景观和独特的生态环境，网友“午后茶”、“余忆
飞”留言说，走在黄河大堤上，有种自豪、温暖的
感觉，建议沿黄河大堤建设开放性的主题公园，
提高郑州的城市魅力，增色黄河文化。

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是旅游业的主流发展
方向，网友“惟信”、“若一邻”等人认为，黄河大
堤空气好、噪音少、绿化好、地形起伏适度，建议
在黄河大堤沿邙山至花园口一线，适度开发健
身休闲走廊，开发徒步、骑行等新型健身项目，
使黄河大堤成为郑州市的一大休闲旅游景点。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房价调控目标难产背后的三重博弈
根据中央要求，各地年度

房价调控目标需要在本月底
前公布。截至目前，全国600
多个城市中，已公布房价调
控目标的仅为40多个。

一线城市作为全国房地
产市场的风向标，政策调控和
各方利益博弈都处于深水区，
房价调控目标迟迟不能出台
在意料之中。而全国绝大部
分城市都还未推出调控目标，
到底是波澜不惊还是暗流涌
动？中国房地产市场在“最严
厉调控”下将何去何从？公众
心中充满了疑问。此番调控
目标“难产”，预示着房地产市
场的三重博弈，已经到了神功
九重的关键时刻。

地 方 政 府 和 中 央 的 博
弈。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格局
中，“房价”的确定显然是一个
两难的过程，地方政府可能还
需要时间“研究”。而这个研
究的过程，显然就是地方对中
央政府的软博弈——国务院
希望地方政府出台房价的控
制目标，实际上希望控制在一
个比较低的增长幅度上；但显
然各地政府更希望通过公布
房价涨幅来引导社会对房地
产市场的预期。推到“大限”
跟前再公布调控目标，就是尽
量多看看别地的表现，为自己
争取最大的政策空间。以期
在完成中央调控任务的同时，
最大限度争取自身的利益。

房价和民生的博弈。鉴
于民众对高房价的诟病，地方
政府不可能贸然公布调控目
标。因为这个目标其实是“单
极”的，是一个增长目标而不
是降价目标。这从已经公布

的数据可以看出。但是，老百
姓是希望房价降下来的。虽
然国八条里面没说要降，但是
大家都觉得应该降。各个研
究机构也都出台说要降 20%
的判断；银行也说通过压力测
试，表示能扛30%的下跌。所
以，很多老百姓觉得房价调控
公布出来应该是负增幅。在
这样强烈的预期下，地方政府
惮于贸然公布增幅目标。所
以，都在琢磨瞒天过海的办
法，等大家都公布了，再以“从
善如流”的态度向民众表示：
看，大家都这样！

地产行业和经济大局的
博弈。地产业在各地经济中
的重要位置不言而喻。所以，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房价
只能涨，不能跌。假如房价出
现回落，那么每年大量的财政
收入没有了，各种状况会变
糟。但是，任由楼市疯狂下
去，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也不容
忽视。基于这种考量，地方政
府现在正处于两难境地。如
何处理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
业升级和防止房地产市场硬
着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项
极深的学问，需要最深厚的内
力才能收放自如。

房地产调控已进入攻关
时期。房价调控的目标不仅仅
是遏制房价过快上升的势头，
更重要的是要使房价回归到理
性的水平。对此，地方政府应
给出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调控举
措，不能再“软磨硬泡”地施展
博弈绝学了。应该站在维护楼
市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
场上，给房地产调控以科学客
观的政策着力点。 张瑞东

3月28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了福
建福鼎市违规占用农民土地办工厂，为应付上
级检查在地上插无根树，检查过后将树拔掉一
事。据当地国土部门称，此前已进行整改，管
理很规范，土地已恢复原貌，但相关负责人到
现场查看后，回应道“这个整改，我也不好
说”。（据新华每日电讯）

国家明文规定不能违规占用农民土地办
工厂，但总有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打自己
的“小算盘”，画自己的“小地图”，我行我素，顶
风违纪。上级来了怎么办，“上有检查，下有对
策”，才出现了上面披露的检查来了在地上插
无根树，检查过后将树拔掉继续违纪违规的闹
剧，跟上级“躲猫猫”，与政策唱“对台戏”，与检
查搞“地道战”。“无根树”事件再次透露了当
前一些党政机关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藐视法
律，违规办事。一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淡
漠，对国家的明文规定置若罔闻，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说一套，做一套。说白了，“无根树”上
挂的是“妄为果”，反映的是一些官员“胡乱作
为、胆大妄为”的丑陋态。

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
职责，是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的重点，也是领导
干部决策办事的基础和常识。但在现实生活
中，为了“吹糠见米”出政绩，“拔苗助长”见实
效，一些地方领导热衷于“打擦边球”，钻政策
的空子，甚至不惜顶风违纪，另搞一套，还美其
名曰：“先上车，后买票；先经营，后办照；先用
地，后挂号”“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长此
下去，不仅会导致政令不畅通，规定如废纸，高
压线成为了低压线，而且会产生更多伤民心、
毁民利的“无根树”事件。

要铲除“无根树”，重点是要摘掉上面挂着
的“妄为果”。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增
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让领导干部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事业观。依规依矩为发展
出力，老老实实为百姓办事，不搞急功近利的
短期行为，不搞违背政策的“小动作”。

要摘掉“无根树”上的“妄为果”，还需要加大
法规检查力度，改进督查方式，严查重惩“以身试
法”者，让各级领导干部不敢耍“小聪明”，让试图

“瞒天过海”者翻船落马，见光死。 李炳孝

论文测谎仪“测”不出学术道德“我听说去年有一
个前辈，被系统查出了
有抄袭。”29日，中南大
学文学院2011届研究生毕业生小田连连
感叹：“这个对研究生震慑很大。”这套引
起震慑的反剽窃软件，正式名称是“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学生们习
惯称其为“测谎仪”。中南大学新近宣布，
从2011年开始，中南大学所有申请学位
（毕业）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均需通过“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否则不予答
辩。（《潇湘晨报》3月30日）

据报载，现在使用论文“测谎仪”的高
校已经不在少数。近些年，蔓延在高校科
研领域的学术抄袭、学术造假甚至是买卖
交易事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学术不
端日益泛滥，我们似乎完全可以理解学术
测谎仪的发明者以及使用者的良苦用心。

反对学生论文抄袭当然无可厚非，

不过，有了论文测谎仪就能确保健康的
校园学术环境吗？我看不见得。所谓的
学术测谎系统，无非是电脑通过对学生论
文和数据库存储的资料进行“机械化”的
对比，从而得出是否抄袭的系统判断。众
所周知，学术论文不比其他，往往需要引
用诸多文献资料等进行观点阐述，电脑只
能给出雷同抄袭的工具判断，这种判断，
未必客观公正。更重要的是，使用学术测
谎仪，等同于是将所有学生都置于“抄袭
嫌疑人”的平台上，这有悖于大学精神。

匡正学术不端之风，需要正本清源从
根本抓起。学术不端的根源在于制度缺陷
引发的道德沦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现行学术体制的落后和不规范、不健
全，“唯论文是举”的学术评价体系催动了

学术浮夸之风。越来越
多的高校教师热衷于出
科研成果和发表学术论

文，苦思冥想地寻课题、觅资金，无心教学；
而上行下效之下，学生毕业论文抄袭、拼凑
成风，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尽快对弊端日益明显的学术体制进行
改良，是反学术不端的题中之意——细化
为具体的举措，就是要出台更贴近学术个性、
呵护学术创新的多元的学术评价机制，破除

“论文情结”，在教育机制本身上做文章。
论文测谎仪“测”不出学术道德。显

而易见，只要唯论文是举的高校评价车轮
还在运转，学校有学术测谎仪的“政策”，
学生未必就没有准备充分的“对策”，大抵
只能让造假者越来越“精明”；而当“论文”
不再是评价的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主要
标准，不仅抄袭造假会越来越少，学术心
态也会随之回归理性。 王艳

你想过要“救自己”吗？
一位每年拒收几百万回扣的图

书馆馆长，让我敬佩不已；他的一句
“我是在救自己”的话，让我良久思考。

这人叫葛剑雄，现任复旦大
学图书馆馆长。几天前，他的一
则帖子，被各大网站转发，并引来
关注和热议。内容是把他们2009
年图书馆的经费开支公之于众，
还附有支出分类表。对此举，葛
馆长说：他是在救自己。因为，购
买图书的回扣一直是行业惯例。
帖子披露，仅复旦大学图书馆采
购图书一年产生的回扣可达数百
万元，而这在业内也不是什么秘
密，出版社卖书给书商有折扣，书
商把书卖给用书单位也有折扣。

其实，图书经销中的折扣是
名副其实的业内“潜规则”现象。
我们由衷地对葛剑雄这样讲原
则、重操守，不为重金所动，自觉
遵纪守法又能妥善处理折扣的好

人表示钦佩。他身上洋溢着凛然
正气，体现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
自律精神和法律意识，值得学
习。而他说的那句“我是在救自
己”的话，既是他要清清白白做人
的心声，也透露出了对“潜规则”
所导致的腐败的无奈。今年“两
会”温家宝总理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当前最大的危机在腐败。此
话一针见血！除了图书经销领域
外，腐败现象其他领域里也同样
存在，而且也不是温总理的一句
话就能消除腐败现象，它需要法
制配套建设，并且需要较长一段
时间来清除，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在当下，我们应该怎样做？难道
不应该学学葛剑雄的“救自己”
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也是
葛剑雄帖子“公开”的意义所在。

最后，我还想冒昧地问一句：
你想到过要“救自己”吗？韩为卿

如今，各级政府官员开微博，已不再是什么新鲜
事儿了。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新浪微博中，已经开
通并认证的官员实名微博，已经有1300多人，代表政
府机构的微博，也有2000余家。官员与微博之间发
生的故事，正在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许多媒
体为政府机构与官员大举进军微博高声叫好，却也有
许多官员因为在微博上举止不当，而成为媒体和网民
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某微博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进入微博的许多官员，也将原本的官场文化
带进了互联网，“官腔十足，套话、空话连篇”。一次，
他们曾为某地的官员集体开了微博，按照互联网的惯
例，通常是按照姓氏笔画或者点击率来排名，但对方
提出，要求按照领导级别高低来排列。焦海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