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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从这一年开始，郑州市政府先后投

资数千万元，治理河长8.6公里，铺设污
水管道10多公里，完成了几项重大的污
水改道工程。

1998年<<<
取名为“金水玉练”的滨河带状公园

建成并向市民开放，郑州人从此拥有了
碧波清流。

上世纪70年代<<<
通过邙山干渠把黄河水引到石佛沉

砂池，经过沉淀后再引到西流湖。柿园
水厂直接从西流湖取水用于自来水生
产，再输送到千家万户。

2013年下半年<<<
在原西流湖的基础上打造的常西湖

城市生态公园向市民开放。

[ 童年避暑胜地 ]

“那时候，一到夏天，我们都泡在西流湖
里，游泳，打水仗，热闹得很。”中原区西流湖街
道办事处赵坡村村委主任宋森回忆起六七岁
时的情景，充满了怀旧。宋森介绍，那时候湖
里的水满满当当，很少见干过，住在湖边伙伴
们和水也特别亲，到湖里逮鱼逮虾，还能摸到
像大碗一样的蛤蜊。

那时西流湖的精华景点在陈伍寨段。由于该
段距柿园水厂取水口远，建成了城市公园，还曾
经售票开放，门票 5角一张。每当到了炎炎夏
季，湖里就是天然的游泳池，湖面如蚁的人流涌
动，岸上的人像下饺子一样往湖里跳，水性好的
在湖的东西或仰泳或蛙泳或自由泳，能游几个
来回。西流湖两岸种有松树、垂柳、槐树等各种
树木，参天挺拔，把毒辣辣的阳光挡在外面。西
流湖分南北两个湖，面积也差不太多，北湖就是
用于游玩的陈伍寨段；南湖就是柿园水厂取水

区域。为供市民游玩，工人们还自力更生建造
了当时轰动一时的两艘游艇，一艘“郑州51号”，
一艘“郑州71号”，分别在“五一”、和“七一”两个
节日下水。票价每站5分钱，现在还能看到西流
湖的北码头和柿园的中码头的痕迹。

湖边长大的徐金凤一有空就让子女们开车
一起到西流湖畔纳凉。在湖畔铺上一张防潮
垫，席地而坐，摇着小推车里酣睡的孙子，一家
人悠闲自在地享受好日子。去年底，宋庄村城
中村改造，徐金凤一家到外面租房住，虽然离开
西流湖的时间短暂，但心里的念想总特别强烈，
一有空就想回去看。

[ 难忘“大水缸”]

西流湖留在老郑州人记忆中的不仅是那
难忘的美景，更难忘的是那甘甜的湖水，许多
市民都是吃着西流湖里的水长大的。

过去西流湖是郑州人名副其实的“大水
缸”，柿园水厂就建在郑上路与西流湖交汇处
东南角。上世纪 70年代，时任郑州市委书记、
革委会主任王辉为了解决郑州市严重的缺水
现状，带领市民在北郊的邙山头修建引水工
程，市民以义务劳动的方式修建邙山提灌站，
通过邙山干渠把黄河水引到石佛沉砂池，经过
沉淀后再引到西流湖。柿园水厂直接从西流
湖取水用于自来水生产，再输送到千家万户。

为了深入实施安全引水工程，减少露天输送
造成的水源污染，2002年郑州市实施安全引水工
程，改造由邙山提灌站至柿园水厂的输水管网，
扩容石佛沉砂池，铺设从石佛沉砂池至柿园水厂
的地下输水管网。经过12个月建设，2003年实
现了邙山输水干渠改造工程完工正式通水。如
今，西流湖已彻底失去了市民饮用水“大水缸”的
功能，变成了供市民游玩的景观水储水区。

[ 变身城市公园 ]

2011年4月，市委、市政府在原西流湖的基
础上打造常西湖城市生态公园，并将该项工程
列入为民办理的“十件实事”工程。根据规划，
常西湖城市生态公园绿地规划就达 5.83平方
公里,相当于26.5个碧沙岗公园。

常西湖城市生态公园一期工程北起化工
路，南至中原西路，总占地面积 3.2平方公里。
其中南区工程位于中原西路以北、郑上路以
南、湖东路以西、凯旋路以东；北区工程位于化
工路以南、郑上路以北、西三环以西、湖西路以
东。坚持以生态性、因地制宜、人本性、节约型
园林为设计原则。2013年下半年，西流湖公园
南区便初具规模，率先向市民开放。漫步公
园，湖岸以东设有半岛春苏、绿屿信步、雁舞滩
等景点，湖岸以西主要设有花姿迷城、春山杏
林、海棠烟雨等景观。园内将栽植大规格黄山
栾、广玉兰、银杏、雪松、白蜡等树种共 106种。
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绿化效果正逐步显现。
这个“天然氧吧”已经形成了郑州“西部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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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中流过，从商城遗址的废墟
中流过，从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繁华都市中流过，3500年来，金水河
像一条飘带，由西向东，流淌在郑州市民身边，妆点着郑州这座美丽
的城市。

□本报记者 王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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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郑州人的记忆中，西流湖是最美的
风景。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芦苇随风而
舞。在郑州西郊长大的中青年人，多有小时
候去西流湖游泳、钓鱼的童年记忆。

□本报记者 孙志刚

几 十
年前，西
流湖上曾
建造了轰
动一时的
两 艘 游
艇，一艘
“郑州 51
号”，一艘
“郑州 71
号”。

如今的金水河两岸已是高楼林立，绿树成荫。 2011年，郑州市在原西流湖的基础上打造了
常西湖城市生态公园。

上世纪80年代的金水河像一条飘
带，妆点着美丽的郑州。

[ 美丽的传说 ]

金水河，发源于郑州市密县（现今新密市）
梅山北黄龙池，流经市内 5区。经黄龙岗、黄冈
寺、金海水库、耿河村入市区，穿淮河路、嵩山
路、测绘学院、郑州大学、大石桥、人民公园、二
七路、人民路、紫荆山公园，沿国际饭店、中州宾
馆南侧至东郊燕庄、聂庄、姚寨，在祭城八里庙
以西向北入东风渠，全长28.2公里。

围绕金水河名称的由来，流传着一个动
人的传说。相传，春秋时期子产在郑国当宰
相 26 年，廉洁奉公，家里没多少积蓄，死时连
丧事都办不起。他的儿子只好一筐筐背土，
把他埋在陉山上。郑国的老百姓听说后，纷
纷献出各自的珠宝首饰。子产的儿子不受，
人们只好把这些首饰扔到子产封邑的一条河
中。河中的珠宝突然放出绚丽的光彩。碧绿
的河水泛起了金色的波澜，此河便取名为金
水河。

历史上，金水河也曾有过丰实的物产和迷
人的风光。

[ 治理“龙须沟”]

传说不是历史，清水河也早已成为过去。
由于上游水源枯竭，河水断流，大量污水排入河
内，造成河水黑臭，鱼虾绝迹，金水河曾变成一
条臭水河。

金水河是郑州重要防洪灌溉河道。为了治
理污浊的金水河，新中国成立后，郑州市历届政
府颇费心力，50年治污工作走过了治水、治河、
综合治理三个阶段。

1949 年到 1958 年，10 年间，市政组织大规
模治水工程11次，解决了河水泛滥之灾。

1958年到 1976年是金水河的治河阶段，治
河以拓宽挖深河床为主要内容，经过疏通、改
道、建闸、设坝等工程，金水河的排洪能力大大
提高。

“从 1978年开始，金水河进入综合开发、统
筹规划、截流污水、引蓄清水、美化市容为重点
的新时期，先后投资数千万元，治理河长 8.6公
里，铺设污水管道10多公里，完成了几项重大的
污水改道工程。”现任郑州河道管理处组宣科科
长吴镇江，从 1985年组建金水河管理处工作至
今。他介绍道，1991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
和国家计委将金水河列入全国第二批限期治理
污染项目，市政府制订了《郑州市金水河综合治
理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动员全市
人民加快金水河治理的决议》，金水河治污工程
步伐加快。

[ 金水河“蜕变”]

1994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决定把金水河建
成集园林、绿化、人文、游乐为一体的开放式、高
品位的滨河带状公园，并取名为“金水玉练”。
滨河公园西起淮河路，东至 107国道，全长 11.3
公里，总投资达 1.5 亿元，1997 年开工建设，到
1998年建成向市民开放，郑州人从此拥有了碧
波清流。

清晨，人们在金水河畔跑步、跳跃、舞蹈，滨
河公园是一个广阔的大操场；夜幕降临，老人在
树阴下散步，恋人在花丛中私语，孩子在青草间
嬉戏，滨河公园是人们精神和文化的寄托；双休
日、节假日，人们在河畔游玩、娱乐，滨河公园是
一个美丽的乐园。

成千上万的郑州人流连于此，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滨河文化。漫步在滨河公园的堤岸，分
别以“春、夏、秋、冬”四季为特色，并融合了所
在区域的人文地理，又有隋河宋肆、子产祠园
等 20 多个景点与之衬托，16.8 万平方米的草
坪，143 个品种、3.5 万株错落有致的树木与之
呼应。此外，不仅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曲径通
幽，而且还有戏迷乐园、外语角、门球场、假山
鱼塘等多种设施。

郑州是个缺水城市，虽然从2005年开始，金
水河主要靠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注入，但
仍无法保证水源，市民见惯了金水河水时有时
无的景象。2010年，随着郑州市实施生态水系
工程，引黄工程全部完成，80％的水由
黄河水注入，剩下的用中水，水源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

如今，清波漾绿城，美景收
眼底。城在水中，水穿城走，人
在画中，滨河美景尽在不言中，
市民的滨河情节尽在欢
笑中……

本版图片除资料图片外由本报记者 李焱 唐 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