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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歌声幸福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济源，曾经守着
黄河没水吃。

现在大到六七十岁，小到二三十岁的人，
都有一些名叫“开工”的。就是当时人们盼着
黄河小浪底工程早日开工，用上黄河水。

黄河小浪底北岸（济源）灌区工程建成后，有
效缓解了济源城市供水紧张，济源告别了守着黄
河仍要打井用水的尴尬，让黄河成了幸福河。

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
大国家战略。济源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发扬愚公
移山精神，以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市提质、文
化传承为突破口，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让黄河两岸的济源段迎来了新画卷。

记者在今年 5月 1日新开园的蟒河公园看
到，公园环湖营造蟒河岸边“山、湖、河、城”相

依的格局，湿地内有芦苇、菖蒲、水葱等。
“公园环境优美，在这转转心情也美，住得

近晚上在家还能听到音乐喷泉的声音，跟住城
里一样。”70岁的济源玉泉办事处西郭路村村
民赵兰英说，城市变美了生活也跟着美了。

据介绍，济源按照“创建引领、河湖连通、
提升路网、拓展济东”的思路，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秀灵美丽宜居幸福城市。
聚焦中心城区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谋划实施了
一批市政设施、城市综合体等项目。引水入
城，打造水系，带动济东区域开发，提升城市治
理水平，推动“善建”向“善治”、“善管理”向“善
服务”转变，把城市建设得更有色彩、更有温
度、更有内涵、更有活力。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加快建设。
此外，济源注重文化传承，凝聚济源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精神力量。深入
挖掘愚公移山、道文化、河清文化、红色文化等
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一山一水一精神”品牌，
打造黄河文化传承保护示范区。

其中，济源以王屋、济水为根，加强对王屋
山道文化的挖掘和宣传，提速创建王屋山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加强对济水文化的抢救性保
护和弘扬，积极将济水之源打造成中国独具特
色的河济文明展示园，并以愚公移山精神为
魂，扎实做好愚公移山神话申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在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中体现济
源元素、唱响济源声音。

山川秀丽百鸟唱

“以前在这也见过飞鸟，但没现在的多。随着草木绿化增
加，湿地风景秀丽，越来越多的飞鸟在这栖息，我们就来拍拍美
景和飞鸟。”9月 2日，在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济源段
坡头镇连地村河边拍照的一名摄影爱好者说。

位于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的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 8000公顷，全部为实验区，80%为水域面积，涉及坡
头、大峪、下冶、邵原及南山林场5个镇（场）。

走进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济源段，只见连地村
区域内的河水缓流，水面平静，河面映衬着蓝天白云，两岸草木
青翠。黄昏时分几只飞鸟在河面盘旋，宁静的河水在夕阳的映
照下，宛若一面铜镜，一些摄影爱好者和附近的居民不时按下相
机快门，记录美景。

“生态修复前，那边是鱼塘，这边是耕地……”济源南山林场
副场长李红运指着现在的湿地说，“近年来我们实施了湿地生态
保护修复建设，退耕还湿，退塘还湿等，逐渐还原自然生态，为鸟
类打造栖息地的湿地环境，引来了大量飞鸟栖息。”

如今，绿树林立、飞鸟盘旋的美景在济源不少见。据介绍，
济源段保护区内物种繁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类型多
样，属于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繁殖地和觅食地。目前共有各
种鸟类 206种，哺乳类 18种，爬行类 13种，两栖类 7种，鱼类 49
种，昆虫类 173种，各种植物 743种。在鸟类中，有黑鹳、白鹳、
金雕、玉带海雕、白鹭、大天鹅、小天鹅等列入国家重点一级、二
级保护的鸟类36种。

加强生态保护，济源一直在行动。
今年3月，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建了南太

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工程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主要建
设内容为生态保护管理、科研监测、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
科学修复退化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项目完成后可增加湿地
面积 13公顷，新增林地和灌木 22公顷，涵养水体 100 万立方
米，将有效改善鸟类栖息地等湿地生态环境。

李红运说，目前项目已完成栽植乔灌木 4130株，完成混凝
土破除 8850 立方米等。灌溉官网开挖 2543 米，下管 750 米
等。预计今年底前项目全面完工。

随着修复建设，济源生态环境不断向好。据介绍，济源聚焦
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施环境治理提效、经济结构提
质、生态功能提升、国土绿化提速“四大行动”，进一步涵养水源、
保护水生态，目前全域森林覆盖率达到45.06%。同时小流域治
理中，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75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度
71%。

河水穿城而过，满山的绿树花草，吸引了野生动物“定居”。
自 2015年 1月济源太行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红
外相机监测至今，性情机警的金钱豹频频“出镜”。仅从去年下
半年至今年 2月，该保护区利用红外相机捕捉到金钱豹的影像
资料达 42次；河南的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太行山猕猴，也
从400余只发展到3000余只。

济源是祖国境内最北边的猕猴栖息地。为保护猕猴种群的
繁衍与生息，当地投资 500万元，专门为猕猴整修了一条跨度
1000余米的河上栈道，成为一条特殊的“生命通道”。

提速换挡产业旺

三面环山的济源，世代流传着愚公移山的
寓言，弘扬久久为功、水滴石穿、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愚公精神。正是这股精神劲头，不具交通
优势的济源，却“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企业落户济源，如济钢热处理
有限公司、豫光金铅有限公司等。

9月 2日，位于济源钢产品深加工产业园
的河南省力辉钢绳制品有限公司项目工地上，
只见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建设，主要生产车间雏
形已显。

“我们是新开工建设的工厂，所以采用的
都是最先进的工艺和设备。比如整个厂房的
屋顶用太阳能板发电，采用先进的工艺净化水
里的杂质，循环使用水资源，将排水做到零排
放。并采用物联网等智能制造，这样每台机器
每天生产多少量，哪个工位生产的产品均可传
到生产中心进行统计。”河南省力辉钢绳制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胡银生说。

项目占地 120 亩，依托原材料优势，采用

国内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一流设备进行钢产品
深加工。项目计划分期建设，其中一期规划产
能3万吨，预计在2021年初建成投产。

济源是中西部最大的优特钢基地，该公司
把钢产品进行粗拉、热处理、细拉、捻股、合绳
等工序后，深加工后的钢绳就做成出库了，
4000 元一吨的原材料经过深加工，做成绳子
一吨能卖到7000元。

胡银生说，深加工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提
升企业竞争力，建厂时就考虑用先进的设备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践行绿色发展，高标准
高起点建设环保智能化工厂，也是企业实现高
质量长远发展的尝试。

与此同时，济源的“中国白银城”正通过实
现首饰加工、文化品牌和旅游资源的深度融
合，将“中国白银城”打造成为济源产城融合的
新高地和全域旅游的新热点项目，从而拉长白
银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有色金属
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在华乐万洋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看到，
工人们或在打磨金银器，或在称重，或在将金
丝、银丝线做成项链，各自在岗位仔细地忙碌
着。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成品摆在展厅，造型
各异，栩栩如生。

在后续销路方面，“中国白银城”网络直播
孵化基地推出当前火热的网络直播销售。该直
播项目负责人贾梦婉介绍，每天晚上7点半，一
般固定有四五个直播间同时工作，“90后”主播
熟练地打开手机软件，拿着最新的产品向大家
推介，最多可有18个直播间同时推介产品。

加快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中高
端方向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构建
高质量产业支撑体系是济源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济源示范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9年济源生产总值增速居全省前 3
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居全省第1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全省第2位，多项主要
指标增幅和人均指标居全省前列。

洛阳东行70余公里，便是济源。还未踏入
济源境内，我们便聆听了初唐诗人卢照邻与济源的
对话：

“绝顶横临日，孤峰半倚天。”这是他《登王屋山》
时的感受。

而唐朝诗人白居易更堪为济源的形象大使：
“济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
“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
黄河蜿蜒天地间，奔腾入济润玉川。地处黄河中下游

的济源，全境属于黄河流域。也是黄河从峡谷流入平原的
转折口，这里的山山水水皆与黄河息息相关。滔滔黄河水
奔涌而来，流经济源邵原、下冶、大峪、坡头四个镇，河道总
长58公里。

王屋山脚下，愚公故事发源地的济源，一直倾心呵护母
亲河，坚持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黄河
母亲永葆生机。如今济水的泉水叮咚，王屋山的蓝天白
云，小浪底的浪花飞溅，五龙口的猕猴群集，无不吸引着八
方来客，让人感受着济源的灵秀与厚重。

9月2日，郑州报业集团、郑州日报社“黄河颂歌
——中原回响”沿黄实地探访活动采访团来到第三
站——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实地倾听这里的“黄
河故事”。

空中俯瞰蟒河公园

绿树成荫绿树成荫，，天蓝水清天蓝水清，，济源蟒河公园济源蟒河公园
给市民休闲提供了一个好去处给市民休闲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济源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