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河 奔 腾 万 里 流 至 郑 州黄 河 奔 腾 万 里 流 至 郑 州 ，，
终于摆脱山岭的束缚终于摆脱山岭的束缚，，一改浊一改浊
浪滔天的气势浪滔天的气势，，呈现宽阔平缓呈现宽阔平缓、、
黄波金浪的风采黄波金浪的风采。。母亲河于此母亲河于此
诞生了河洛文化诞生了河洛文化、、黄帝文化黄帝文化，，也也
筑起了嵩山文化丰碑筑起了嵩山文化丰碑，，孕育了孕育了
中华民族文明中华民族文明。。郑州市作家协郑州市作家协
会名誉主席程韬光说会名誉主席程韬光说，，在生生在生生
不息不息、、博大包容的黄河文化之博大包容的黄河文化之
上上，，形成了形成了““团结团结、、务实务实、、开拓开拓、、
拼搏拼搏、、奉献奉献””的黄河精神的黄河精神。。郑州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所处位置是黄河黄河文化公园所处位置是黄河
重要的节点重要的节点，，孕育了太多令人孕育了太多令人
神往的神往的““黄河故事黄河故事”，”，留下了太留下了太
多壮美的诗篇多壮美的诗篇。。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魂。。仰望灿烂的历史星河仰望灿烂的历史星河，，夏商夏商

周以后周以后，，黄河文化以其先进性引黄河文化以其先进性引
领领、、支撑支撑、、推动着中华文化推动着中华文化，，塑造塑造
着中华民族着中华民族。。

自自 19811981 年成立郑州市黄河年成立郑州市黄河
游览区管理处以来游览区管理处以来，，一代代一代代““黄河黄河
人人””致力于黄河文化的挖掘致力于黄河文化的挖掘、、收收
集集、、整理和弘扬整理和弘扬。。上世纪上世纪 8080 年年
代代，，在五龙峰怀抱中修建的黄河在五龙峰怀抱中修建的黄河
母亲母亲““哺育哺育””塑像塑像，，吸引成千上万吸引成千上万
游客来此畅游游客来此畅游。。20072007 年年 44 月月 1818
日日，，华夏儿女的心灵坐标华夏儿女的心灵坐标——高高
达达 106106米的炎黄塑像在母亲河畔米的炎黄塑像在母亲河畔
落成落成。。炎黄广场炎黄广场、、黄河碑林黄河碑林、、中华中华
百位历史名人雕塑群百位历史名人雕塑群、、万里黄河万里黄河
第一桥遗址第一桥遗址、、毛主席视察黄河纪毛主席视察黄河纪
念地念地、、黄河地质博物馆等多个文黄河地质博物馆等多个文
化景观巧妙地与壮美的大河风光化景观巧妙地与壮美的大河风光

融为一体融为一体，，实现了生态环保和文实现了生态环保和文
化的有机融合化的有机融合，，既延续了黄河文既延续了黄河文
脉脉，，满足了群众对美好环境的向满足了群众对美好环境的向
往往，，又有效传播和弘扬了黄河文又有效传播和弘扬了黄河文
化化，，让海内外游客在优美的环境让海内外游客在优美的环境
中汲取文化力量中汲取文化力量，，更加坚定文化更加坚定文化
自信自信。。

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黄河流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多彩多彩，，黄河文化把厚重灿烂的一黄河文化把厚重灿烂的一
段留给了郑州段留给了郑州。。在黄河流域生态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国家战略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国家战略
的时代背景下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弘扬黄河文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化，，推动文旅融合推动文旅融合，，必将更加坚定必将更加坚定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党工委书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党工委书
记记、、管委会主任雒国栋表示管委会主任雒国栋表示，，站在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历史起点上，，该公园管理委该公园管理委

员会将坚决贯彻好员会将坚决贯彻好、、落实好黄河落实好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的精神和中央会的精神和中央、、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市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抓住黄河流抓住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
机遇机遇，，以建设郑州黄河文化公园以建设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为抓手为抓手，，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为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为
契机契机，，努力打造沿黄生态保护示努力打造沿黄生态保护示
范区范区；；科学划定郑州黄河文化公科学划定郑州黄河文化公
园范围园范围，，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引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引
领领，，制定相关政策制定相关政策、、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着着
力挖掘整理黄河文化资源力挖掘整理黄河文化资源，，建设建设
黄河文化新高地黄河文化新高地；；尽快启动一批尽快启动一批
具有震撼力具有震撼力、、影响力的建设项目影响力的建设项目，，
丰富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内涵，，实现公园起步区实现公园起步区
一年一变样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发展三年大变样的发展
新格局新格局。。

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恒河

文明……与这些灿烂文明一样，中

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出现在大

河流域，出现在黄河中下游。辉煌

灿烂的黄河文化在这里绵延不息，

“炎黄子孙”成为中华民族最广泛

的文化认同。

今年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

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

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

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

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

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

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黄河

文化是具有感召力、凝聚力的精神

纽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为贯彻落实该座谈会的精神，加强

黄河郑州段生态保护治理，保护传

承黄河文化，经省委编办批准，郑

州市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正式更名为郑州黄河文化公

园管理委员会。黄河生态旅游风

景区管委会更名为郑州黄河文化

公园管理委员会，标志着黄河沿线

生态保护治理和黄河文化主地标

工程的全面启动。

12月 9日，在巍巍炎黄巨塑的

深情注视下，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

理委员会正式挂牌。沐浴着冬日

暖阳，在黄河文化辉映下，全新的

标牌散发出夺目的光彩。我们仿

佛看到，一条璀璨的文化带在闪

耀，一条绿色的生态带在铺陈，一

条缤纷的旅游带在延展……下一

步，郑州将科学划定黄河文化公园

范围，坚持规划设计引领，全面推

进黄河生态保护示范区建设，加快

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文化集中展

示，丰富文化内涵，讲好黄河故事，

提升城市品质，努力打造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核 心 提 示 滔滔黄河见证沧桑巨变

北临滔滔黄河，南依巍巍邙
山，东临京广铁路，西望黄河中下
游分界线桃花峪和著名楚汉争霸
古战场……郑州黄河文化公园拥
有雄浑壮美的大河风光、源远流
长的黄河文化。这里是地上“悬
河”和黄淮平原的起点，黄土高原
的终点，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形
成了博大、雄伟、壮丽、优美的自
然景观。

作为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
地质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和国
家水利风景区，该园区融观光旅
游、科普教育、弘扬华夏文明于一
体，被誉为万里黄河上的一颗璀
璨明珠。

“真没想到，当年吃着风沙看
黄河的地方，变成了这么美丽的
生态大观园。”初冬时节，登上极
目阁远眺黄河，看着大河奔流的
壮美风光，从美国回到家乡故地
重游的李晓光发出由衷感慨。

该公园前身为郑州邙山提
灌站，始建于 1970 年，主要负责
提供郑州源水供应和沿线农业
灌溉用水。“上世纪 70年代，我们
克服艰难险阻，开山修路，植树
劳动，架管道，修水池，购苗木，
在新开的层层台田上栽植松柏、
大枣、核桃、石榴、椿树等适应山
区生长的树木，使小顶山成为这
一带最早绿化的山头。”参与邙

山提灌站建设的不少老职工谈
起 这 段 艰 苦 岁 月 依 然 记 忆 犹
新。从 1977年始，全市每年开展
邙山义务植树活动，至 1993 年，
提灌站周边 18 个山头全部披上

“绿装”，管网也覆盖到山头。近
50年来，郑州“黄河人”一直秉承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凭着“不
服输”的劲头，经过几代人艰辛
努力，终于让昔日的荒山秃岭换
了新颜：已建成炎黄广场、中华
百位历史名人雕塑群、黄河碑
林、黄河地质博物馆等 40余处景
点，绿化荒山 8000 余亩，栽植各
类树种达 400 余种，森林覆盖率
达 90%以上，成为集观光旅游、

科普研究、园林绿化、弘扬黄河
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

在众多市民及海内外游客
眼中，从最初的郑州邙山提灌站
到 1981 年 3 月成立的郑州市黄
河游览区管理处，再到 2002 年
10 月更名为郑州市黄河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员会，2009 年 7月更
名为郑州市黄河生态旅游风景
区管理委员会，新近更名为郑州
黄河文化公园管理委员会，这片
黄土地的每一次华彩蝶变都和
着时代发展的强劲节拍，承载着
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重任，生动
诠释着大黄河、大生态、大文化
的深刻内涵。

托起生态黄河绿色屏障

每逢春天，星海湖畔的黄色
连翘、油菜花迎风开放，疏林广场
的三色堇、桃花、海棠、樱花争奇
斗艳，远处山坡上各种山花散发
出浓郁芬芳……

一组统计数字成为邙山变
绿的生动佐证：郑州黄河文化公
园林木总量达百万余棵，核心区
域拥有林地 380 多万平方米、草
坪 6 万余平方米，绿化率达 90%
以上，为生态郑州支撑起坚实的
绿色屏障。

近年来，该景区管委会加大

生态项目投入，先后完成水源地
综合整治工程、滩区综合整治提
升工程以及五龙峰、大禹山、南入
口、玫瑰谷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地
质遗迹保护工程和污水处理站等
系列提升改造项目，增加各类乔
灌木50余万株，地被及绿地40余
万平方米，藤本类植物 30 余万
棵，山体及滩区的环境焕然一新，

“青山绿水”的整体景观效果不断
呈现，增加的绿地和林木对于涵
养水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除种植
树木外，从 2005 年开始，他们还

开始大量增加观赏花、果、叶植
物，形成“一季彩叶，两季有果，三
季有花，四季常绿”新格局。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绿
化建设从山体植树造林、涵养水
源向山体、平地及黄河滩区的全
面绿化美化、防风固沙、建设生态

“氧吧”转变；从一般绿化栽植向
精品园林构建转变，让绿色成为
母亲河畔一道亮丽的“底色”。据
统计，近年来，该园区共栽植乔灌
木种类 200 余种，成功引种驯化
各类花木600余种，其中，包括30

多种珍稀濒危国家重点保护植
物。通过充分保护黄河沿岸原有
的湿地水系、地形地貌、自然植被
以及历史文化遗存，绿色“锁住”
了邙岭风沙源，曾经荒山秃岭、黄
沙漫天的山头，变成绿林覆盖、植
物多样的“生命绿线”。

尽管已是冬季，登上邙山极
目远眺依然能感受到一派绿意。
大禹山下碧波荡漾，栈桥蜿延。
漫步五龙峰，长约两公里的玫瑰
谷幽静雅致，待盛开时节将向市
民呈现美丽的玫瑰花海。

◎公园地址:郑州市黄河南岸1号 ◎联系电话:0371-68222228

讲好厚重郑州黄河故事

弘扬厚重黄河文化弘扬厚重黄河文化 讲好郑州黄河故事讲好郑州黄河故事
——写在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理委员会挂牌之际写在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管理委员会挂牌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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