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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建言淇河生态保护

□晨报记者 王帅 郑常鹏 /文 张志嵩 /图

“以淇河生态带为重点的生态体系建设进展较快，林木覆盖率由 2 1 . 2 % 提高到 2 7 . 2 % ”、“河流出境断面、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 1 0 0 % ”

等数字，让我们看到“十一五”期间政府对淇河的保护措施已见成效，而“重点推进总投资 2 1 . 6 亿元的淇河生态绿化等 1 0 个生态项目，保护好淇河这条

生态河、我们的母亲河”、“打造生态宜居特色品牌”、“以淇河生态带为重点的生态体系基本形成”……被纳入到了“十二五”期间政府的工作日程当中。

3 月 3 0 日，在市人大常委会向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运作和推动淇河立法工作，力争《河南省淇河饮用水源保护条例》

早日出台”，把对淇河的保护也提高到了立法层面，政府对淇河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眼中看到的淇河是什么样子？ 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对如何加强保护和管理淇河又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呢？ 两会期间，记

者采访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说起淇河在心目中的地位，代表委员们一致表示：淇河是

我市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它的美让人陶醉。

政协委员曲红生说：“我个人觉得淇河近年来生态环境搞得

不错，‘北方漓江’、‘华北地区唯一没有被污染的河流’等美誉都

是说咱淇河的，淇河是史河、诗河和文化河，通过‘一河五园’建

设， 淇河正逐渐被打造成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高度融合的自然

生态廊道，未来淇河这张城市名片会更加靓丽，更具特色。 ”

人大代表、鹤山区人大副主任刘宏伟说：“我和家人周末常

去淇河游玩，外市的朋友来鹤壁，我会先带他们到淇河游玩。政

府对淇河的保护力度非常大， 不管是绿化率还是水质达标率，

咱市在全省都领先。 ”

“‘一河五园’建设得非常好，对淇河生态和文化发展起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 现在淇河在不断吸引外地游客，我去天然太

极图时，曾看到安阳的旅游团来淇河观光。 ”政协委员，市司法

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志萍说。

代表委员们反映的问题多集中在淇河沿岸饭店等盈利性

场所、淇河周边排污设施、沿淇步道交通、环境卫生和分配淇河

水量等方面。

“淇河开发力度应加大，主要指淇河旅游、淇河文化和植树

造林等方面的开发。 淇河是鹤壁的母亲河，我们就要像爱护自

己的母亲一样爱护它。 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而现在摆在眼前的

关键问题是保护。”政协委员周志萍向记者举了几个例子，新区

段金沙滩建设的一片楼一直未开发、未应用，也没带来效益，如

何处理亟待解决； 沿河那么多饭店的排污设施也需要监管，沿

河可以建设盈利性场所， 但在没有做好保护淇河的准备时，宁

愿不开发，也不能污染淇河。

人大代表刘宏伟也提出了相似问题：他曾看到有城市居民

在淇河洗衣物、地毯，沿河村庄或饭店的污水排放也让人担心。

“淇河沿岸不时有小吃摊贩留下白色垃圾，部分饭店或农

家院更是将排污口直接对准了淇河，种种不文明现象与城市绿

色生态发展理念极不协调。 ”人大代表刘喜胜说。

随着去淇河游玩的市民不断增多，沿淇步道在发挥巨大作

用的同时，承载能力也出现了缺口，越来越多的机动车涌上步

道。“不管是用水泥墩堵也好、铁链锁也好，都解决不了汽车随

意进入步行道。最好能有指示牌提示市民在哪儿停车后可以步

行最快到淇河，也可在一定的地方修建停车位。 ”周志萍说。

刘宏伟建议不用建停车位，“一是投资比较大，二是淇河两

岸地方小。 沿淇步道坡度大，而且弯道多，当时定位的就是步

道，行车很不安全。 ”

对于淇河沿岸应不应该设置游船等游乐设施的问题，代表

和委员们的看法出现了分歧。

“淇河是一个很好的娱乐、休闲场所，游船等游乐设施的存

在满足了市民的这一需求。 它的存在有一定市场需求，在不会

污染淇河的前提下是可以接受的。”人大代表常合民这样说道。

“我觉得像游船这种游乐设施还是要适当控制一下，不能

让其无序发展，对造成水域污染的游乐设施一定要坚决取缔。 ”

政协委员胡建生告诉记者，“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都

要靠淇河，我们发展工业和建设生态城市更离不开淇河，所以

对淇河的保护不能有一丝懈怠。 ”

淇河浚县段从浚县卫贤镇往下游 20 公里， 这一河段东岸

归浚县管理，西岸归淇县管理。“从京港澳高速公路与淇河交叉

处向下游，按市里要求属于保护河段，我们主要搞绿化、河道和

堤防保护，制止乱采砂和挖土等，不允许开发。自盘石头水库建

成对水量控制后，新区又增加了几道拦河坝，淇河浚县段出现

了断流，下游县区长期无水。 ”人大代表、浚县水利局局长许占

斌说，淇河下游段也需要有水滋润，不然景色、生态都逊色了，

当地老百姓反应也很强烈， 以前生活用水和浇地都从淇河取

水，现在庄稼灌溉受到了影响。

张文龙从第六届政协会开始就当选为政协委员，他

记得在第七届和第八届两会期间， 市政协就提出要加大

对淇河开发和保护力度的建议。 2004年，由 36名政协委

员组成的 3个调研小组用两天时间徒步对淇河新区上游

河段的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开发保护现状、污染破坏等

情况一一进行了实地考察， 对淇河文化生态资源和开发

保护现状进行了全面细致调研。

几年过去了， 随着市委、 市政府对淇河开发力度加

大，淇河开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初步显现，张文龙

说， 对淇河的保护工作仍不能放松， 应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该组织专职人员沿淇河实地考

察，确定淇河上游是否存在污染源，如果淇河的上游存在

污染源，下游的生态保护工作做得再好，也无济于事；对

淇河造成污染的相关企业单位要坚决取缔； 可以在淇河

沿岸试着种些竹子，以保持淇河的生态平衡。

张文龙说，他是南方人，深知竹子的根系比其他树木

要发达很多，对水土保持有极好的作用；而且《诗经》中也

多次写到“竹”，其中有 5 次出现在《淇奥》和《竹竿》两首

诗中，他相信通过努力，还能延续淇河先人们创造的璀璨

淇河文化。

“相关部门也可以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对淇河两岸的

绿化率应达到多少， 才可以更好地保持淇河的生态平衡

要做到心中有数，并形成调查评估报告，从而为政府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张文龙委员语重心长地说，“调查工作一

定要重视起来，只有把情况摸清楚了，才能有效地做好淇

河的生态保护工作。 ”

人大代表、 浚县水利局局长许占斌也提出了建议，他

希望市里能依据《水法》《防汛条例》《防洪法》等与水利有

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淇河水源及生态保护，出台相关管理

办法或决定， 这对保护和管理淇河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淇

河在防洪方面要进行整治，提高防洪标准，比如河道疏浚、

险工护砌和对堤防的培护；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市里能不

能考虑水量分配问题，向下游放些水，总之不能让淇河有

断水情况发生，让淇河时刻保持有一定的水量和水位。

人大代表刘喜胜提出，应加强对淇河的监管工作，他

发现淇河沿岸有好多禁止游泳和禁止捕捞的警示牌，但

每年夏天仍有不少市民到淇河游泳，在淇河岸边垂钓、捕

捞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相关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来，对明

令禁止的行为切实做到明令禁止。

人大代表刘宏伟也提到了淇河鱼类保护的问题，“目

前淇河的鱼类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淇河三珍’ 就有淇河

鲫鱼。 尤其到了夏季，要加大巡查和管理力度，淇河应该

禁捕。 ”“也不用全面禁捕， 在指定区域划定捕鱼和垂钓

区，满足部分垂钓喜好者。 ”周志萍还提出可以在淇河与

南水北调交叉点建起旅游景点， 开发后可以作为一个游

玩的地方或度假的地方。

作为普通市民， 委员代表们纷纷倡导低碳环保的出

行方式，建议市民保护淇河从自身做起。“周末我常带家

人在淇河边游玩， 锻炼身体。 但游玩时不能污染这些地

方，只能留下脚印，不能留下其他东西。”人大代表许占斌

说。“市民在注意提高自身环保意识的同时，更应该对淇

河加强监督， 发现破坏淇河生态平衡的行为要积极向有

关部门反映，为保持母亲河的生态平衡保驾护航。 ”曲红

生还建议，对淇河环境的保护一定要加大执法力度，要禁

止一切可能导致水质恶化和景观破坏的活动， 对那些在

淇河沿岸私搭乱建、 滥捕水生物和乱排乱放的行为要采

取强硬措施进行严厉打击； 对于已经造成的局部水质污

染和资源破坏，要采取有效补救措施，尽量恢复原貌或进

行美化。

“加强淇河卫生管理，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市民

也有义务维护淇河的卫生环境。 可以号召各单位或群团

组织去淇河捡垃圾，我经常组织单位职工这样做。 ”市政

协委员，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志萍这样建议。 人大

代表刘宏伟是九三学社成员， 九三学社去年曾组织社员

到淇河捡垃圾，“我建议社会团体、 公益单位组织保护淇

河的公益活动，学校也要加大对学生的教育。市民从不随

便踩踏草坪、不乱折花草树木做起，至少要保证自己制造

的垃圾不能留在淇河。 ”

“像淇水诗苑等融淇河诗文化、淇河风情和鹤壁人文

于一体的文化乐园，市民更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在这些

地方多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人大代表刘晓东建议，“加强

对淇河文化的宣传也是很有必要的。淇河文化丰富灿烂，

应当更深入地挖掘与淇河有关的文化元素， 每位淇河儿

女都有将淇河这个文化品牌推介出去的义务。 ”

保护母亲河，从点滴做起

谏

“十二五”期间，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做

淇河开发和保护存在的问题

看

代表委员眼中的淇河之美

淇河沿岸南部片区部分建筑已现雏形。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