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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力量

破茧成蝶，凤凰涅槃。印证了
惠济区沧桑变迁，也成就了一座城
市发展史。惠济区几易其名，走过
了 60年的辉煌历程。以更加开放
包容的姿态，坚持生态强区建设，
一心一意谋划新型城镇化，拉大了
城市框架，加快了沿黄河南岸村庄
城镇化步伐，城区承载能力显著增
强。

2013 年，惠济区各项经济指
标稳步增长，实现了综合实力的新
提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5个
月完成16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整
村拆迁，拆迁总量达到1557.9万平
方米，实施了近 100公里道路建设
和生态廊道绿化，开工了 9个安置
房项目，完成了毛庄、古荥镇、惠济
新区、惠济特色商业区及花卉产业
集群、休闲观光农业综合示范区等
多个规划，打开了惠济区更加广阔
的发展空间。

今年 5月 27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吴天君在惠济区调研，对惠
济区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给予充分

肯定，并对惠济区发展定位、主导
产业及其他重点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

明晰发展目标，确立滨河田园
城区定位。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打
造城镇建设与郊野生态、城市文明
与田园生活、经济发展与文化延
续、人与自然、产业、产城、田城交
互融合的郑州滨河田园城区。以
国际化理念，规划引领城市形态和
风貌，为建设滨河田园城区提供支
撑。按照一年打基础、三年出形象
的时间节点，2015年基本建成“滨
河田园城区”起步区，全域“田园城
区”风貌在郑州都市区中初步展
现，初步形成郑州都市区具备“田
园城区”功能的滨河新区。到
2017 年，建成郑州都市区最具生
活品质和在中原经济区有示范引
领作用的滨河田园城市功能新区。

展画卷，绘蓝图。惠济区委、
区政府时不我待，立做立行，建立
区委决策机制、政府执行机制、人
大政协监督机制、分工联系机制和

考核评估机制，列出时间节点，全
速推进，及时解决推进中的困难和
问题，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按照确立滨河田园城区定
位，用足用活政策，充分挖掘项目，
深化主导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完善路网体系，加速基础设施
建设；树立大改造观，早日实现全
域城镇化。聚焦惠济区‘两区一圈’
三大主战场，着力推进各项工作落
实，构建总部经济业态片区，辐射
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惠济区委书
记王东亮介绍说。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
响，战鼓已经擂动，惠济区广大人
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精心描绘
的“滨河田园城区”美好明天，已经
成为人们的共识，抢抓时机，科学
论证，稳步推进。

在这片富饶神奇的沃土上共
谋发展大业，切实提高人民群众
生活环境质量，让崛起的滨河田
园城区更绚丽，让生活的环境更
舒适！

聚八方之恩泽，平等互惠；
揽四海之贤才，和衷共济。
——体现了惠济区包容大度和豪迈性格，诠释了惠

济区和谐发展和民生情怀。历史赋予了惠济区深厚的文
化底蕴，时代折射出惠济区英姿勃发的身影。

从地图上看，惠济区就像一只振翅高飞的雄鹰，邙岭
和黄河滩两大扇面区正是雄鹰的两翼，向市区延伸的区
域为雄鹰的主体。

深沉豪迈，年轻矫健。惠济区曾经几易其名，期待她
的“凤凰涅槃”，一个名字的变更，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渴
望，昭示着万丈豪情。

惠济区，是一个年轻的行政区，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大运河遗址段和惠济长
桥古迹，印证这一区域文化特征。据史
料记载，隋代此处的通济渠上有一座三
孔石桥，名惠济桥，为南北交通要道，这
里遂成一镇。据清顺治十六年荥泽县专
载“惠济长桥”为荥泽八景之一，历史悠
久，文化积淀深厚，曾一度繁荣昌盛。惠
济桥村，一直延续至今。

惠济区，是汉文化和黄河文化的发
源地。五千年前，曾发生过炎黄二帝结
盟的大事，被史家称作中华民族的第一
次大融合。被誉为“华夏第一城”的西山
黄帝城，已被专家确认是黄帝建造的五
城之一；今天的古荥镇及古荥阳的大部
分区域，是楚汉争霸的主战场；汉代冶铁
遗址，是全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冶炼工
场而轰动世界。纪公庙、双桥遗址、岔河
遗址等遗物遗迹和花园口将军坝、扒口
堵口纪念碑、小顶山毛泽东视察黄河纪
念地等现代人文景观，闪耀着中华文明
的灵光。

古惠济镇旧属荥泽县，1931年属广
武县，1953年划归郑州市郊区。

1948 年 2 月，郑州解放。1952 年 2
月，郑县改为郑州市郊区。

1954年2月，郊区由8个区合并为古
荥区等5个区。

1955年 9月，郊区撤销区级建制，由
5个区改建为55个乡。

1956年10月，郊区又将55个乡合并
为23个大乡。

1958年 8月，将 23个乡和 27个农业
社合并为5个人民公社。

1961年 5月，郊区恢复 5个区，下设
38 个人民公社。1963 年 2 月，撤销 5 个
区，把38个人民公社合并为老鸦陈、古荥
等9个公社。

1969 年 10 月，增设花园口公社等 2
个公社。

1976 年 1 月，郊区在原 11 个公社的
基础上，又调整为老鸦陈、毛庄、花园
口、古荥等 17个人民公社。

1982年4月，成立郑州市金海区。
1987年 3月，郑州市进行区划调整，

撤销原郊区、金海区、新密区，成立邙山
区，是郑州市内5个行政区之一。原郊区
机关整体移交邙山区。区政府所在地仍
然在原郊区南阳路大石桥。

2003 年 12 月 25 日，经民政部批准，
郑州市邙山区更名为惠济区。

2004年5月1日，郑州市邙山区正式
更名为惠济区，行政区域不变。

2004年5月13日，更名后的惠济区，
办公地迁往开元路。

惠济区位于黄河南岸，地处郑州北
大门，是郑州市内五个行政区之一。下
辖2镇6个办事处和河南惠济经开区（惠
济特色商业区）、郑州农业高新区、郑州
惠济新区3个开发区。总面积232.8平方
公里，总人口27万。

邙山，亦称邙岭，位于郑州市
西北隅，西起石珍河和云罗山以
东，东至京广铁路，东西长约100公
里，郑州境内长 60公里，在惠济区
境内约27公里。

爬上邙山头，满眼碧绿皆叠
翠，层峦茂密郁葱葱。昔日风卷黄
沙连天地，如今山清林碧成新景，
俨然成为森林的大海洋。在这里，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思念果岭山
水…‥宛如精美珍珠镶嵌在漫长
的绿色林带上。如今，邙岭宛若一
道绿色屏障，有效阻挡了黄河风沙
对城市的侵袭。

一组数字成为北区变绿的生
动佐证：上世纪 80 年代，邙山区
委、区政府高瞻远瞩，在沿黄 135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历时数年，沿
黄河大堤的生态林带，形成了一
条长 27 公里、宽 1000 多米、总面
积 4万多亩的黄河生态林带，建设
了 16平方公里的邙岭大型水土保
持生态园区，栽植侧柏、雪松、女

贞、火炬等 50 多个品种 382 万株，
完成 76 条 122 公里的通道绿化，
被河南省政府命名为全市唯一的

“平原绿化高级达标区”和国家级
“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
1990年 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对邙
山区授予嘉奖令。

回首十年，惠济区努力打造邙
岭生态园、郊野森林公园、黄河湿地
公园、生态廊道、林业生态村镇、黄
河大堤、贾鲁河防护林带等绿化工
程，出动人力 10多万人次，投入资
金1亿多元，植树670万株，完成邙
山造林任务 10068亩，占市下达任
务的144%，完成了16座山头、中心
塬面风景园林区和西部残垣沟壑区
的绿化，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35%
以上，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对该区生态价值进行测算评估，可
量化部分价值达到40.26亿元。

一张蓝图绘到底，守住荣誉，
更是要守住发展的态势。今天的
惠济区，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

段，到处充满生机和活力。林业生
态建设成果丰硕，去年实施了将近
100 公里道路建设和生态廊道绿
化，今年以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载
体，加快生态廊道和生态水系建
设，全面铺开京广快速路北延生态
廊道绿化、江山路生态廊道绿化和
北三环生态廊道绿化，真正让生态

“活”起来，彰显魅力，提升美誉
度。以高速公路出入市口连接线
环境整治、铁路沿线绿化整治为重
点，全力打造“生态惠济”，塑造惠
济区的“生态名片”，让人民群众尽
享生态成果。

惠济区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
被誉为郑州市的“绿肺”和郑州人
的“健康银行”，被列为“国家一类
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成为名副
其实的郑州市后花园和市民休闲、
度假、居住的首选地。

一个社会和谐、风景秀丽的宜
居宜业宜游的滨河田园城区正呈
现在世人面前。

惠济古风扑面来

自行车爱好者骑行在生态惠济。

花园口将军坝。

南阳寨村农民新居。

纳帕葡萄庄园。

黄金水域。黄金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