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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与“牡丹城”这一美丽名字相衬的风景是什么，赵王河当之无愧。

赵王河之于菏泽，就象塞纳河之于巴黎、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哈德逊河之于纽约、京杭运河之于扬州、汾河之

于太原、洛水之于洛阳……一座有水的城市才会灵动、才有灵魂。

因这十余公里的赵王河，菏泽城有了灵气，不再枯涩。

“花城水邑林海”是菏泽的
城市特色，菏泽的城市规划及
建设也紧紧围绕着这六个字。

为了菏泽城的长远规划，
2003年，菏泽市委市政府请来
了规划界泰斗、上海同济大学
规划学院原院长、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副理事长陈秉钊教授为
组长的专家团，新一轮《菏泽市

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年)》几
经酝酿，脱颖而出。本次规划以
建设“花城水邑为依托的平原
森林城市”为目标，远景旨在把
菏泽打造成以菏泽市城区为中
心，绿化、水系相联系的组团式
复合城市。赵王河的作用与地
位，无可替代。

从“花城水邑林海”到“打

造四省交界生态发展高地”，菏
泽城的建设思路一脉相承，赵
王河的改造从未止步。为对赵
王河进行生态治理，2010年，菏
泽向河中投放2 0 0万尾鱼苗；
2011年初，为彻底改善赵王河水
质，菏泽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
赵王河沿线截污工程，防止污
水进入赵王河；今年4月初，在

赵王河长江路桥至松花江桥之
间的5公里河段种植了荷花，水
质净化了，城市也变得更美了。

“谁说菏泽差？赵王河这么
漂亮，周边的城市都比不上！”
一位商人在看到赵王河时感叹
道，因为有了赵王河，菏泽充满
了灵气。灵动的赵王河凝聚了
建设者的智慧和远见。

因为有了你，生态菏泽更有灵气

赵王河两岸的市民期盼
赵王河变美，就是乘车经过的
人也同样如此，因为她她连通了
新城区与老城区，代表着菏泽
的形象。不但如此，赵王河改
变了菏泽，她她令菏泽的城市价
值得到提高，让市民得到了实
惠。

八年前的菏泽市园林建设
落后，没广场、没绿地，休闲场
所更少，天香公园前仅有的一
小块广场天天聚满了人。无处

可玩是菏泽人的悲哀，土里土
气、脏乱差是菏泽给外地人的
突出印象，菏泽城市生态环境
改善迫在眉睫。

而如今，站在赵王河的
“二十四桥”上，放眼望去，心
旷神怡。从早到晚，赵王河旁
聚集了大量市民唱戏、健身、
散步，它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
重要处所，也越来越融入菏泽
人的生活。

长达9 . 8公里的河道两岸，

清波抚岸，绿影婆娑，当人们徜
徉其间，品赏着风景如画的曲
桥长廊、楼台亭阁之际，无不为
其布局之谐调、景色之优美而
流连忘返，她使菏泽市达到“要
让市民出门500米见绿地”的目
标得以实现。

在建设绿地时，结合菏泽
“平原森林城市”的特色定位，
因地制宜，以突出林阴效果为
主，以乔木、大树为主，合理配
置常青类树木、观赏花灌木和

地被植物，达到一林一景、四季
常青、三季有花的效果。同时，
绿地建设注重功能配套，有活
动广场、体育设施、亭台、公厕、
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体现“以人
为本”的设计理念。

赵王河西岸，天香路因沿
途的翩翩翠柳而显得名符其
实，路北拐角处，一座篮球架时
常吸引年轻小伙子一展身手，
腾跳之间，活力四射，一如现在
的菏泽城。

菏泽人的“绿福指数”，因她窜升

近百米宽的河面上布满了
芦苇荡，一眼望不见头，芦苇荡
中间仅容一条小船通过，两侧
不时冒出几只野鸭在水面上窜
过，深吸一口气，尽是荷花的味
道……这不是记忆里的味道，
这是赵王河下游湿地的味道，
这儿是你所不知道的赵王河的
另一面。

坐着冲锋舟，钻过一道闸
门，进入赵王河下游湿地，空气
中有清新的荷花香味，让人不
由多吸几口气。抬头远望，一眼
望不到头的芦苇荡随风摆动，
随处可见的野鸭扇着翅膀跳

跃，到了秋天，南飞的大雁也会
在此落足。

赵王河是菏泽城区的一条
泄洪河道，当富营养化的水缓
缓流经下游湿地后，进过净化，
则变成了涓涓细流。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
‘城市绿肺’，是天然的过滤器。
富营养化的水流过湿地时，湿
地可以通过植物、微生物和土
壤的联合净化作用将污水中的
污染物去除。”负责湿地研究的
菏泽市林业局研究员王海明
说，湿地通过净化水质，造福子
孙。

据了解，赵王河人工湿地
采用橡胶坝+河道滞留塘+表面
流人工湿地+生态护坡组合工
艺，种植芦苇、蒲草等水生植
物，通过湿地下游的橡胶坝抬
高水位，形成河道滞留塘，对进
入湿地内的水质进行净化。设
计水质净化处理规模每天2 . 5

万吨，净化后的水质达到地表
水三类水质后排入下游河道，
进入洙赵新河，用于农田灌溉
或工业用水。

每到大雨时，城区雨水汇
入赵王河，赵王河水位开始上
升。湿地里这片广阔的芦苇，还

能发挥迟滞流水、防洪防灌的
突出作用。当上游雨水来临时，
借助赵王河广阔的湿地以及丛
生的芦苇等草本植物构成的

“拦截网”，洪水入湿地后立即
会被“削峰”，并顺从地穿过湿
地，平稳流入下游。素有“城市
绿肺”之称的湿地，还成为了菏
泽城市防洪的“安全阀”。

一道闸门隔住了城市的喧
哗，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可她
又是真实的赵王河，也正因为
有她，这个城市里的环境得到
改善，城市里的人们居住更加
舒适。

“城市绿肺”，让子孙后代跟着受益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以往相比，多了
更多闲适。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赵王河改造后，生态环境改善，更多的水禽选择这儿做为栖息地。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赵王河：
牡丹城的“水心绿肺”
她她成成就就了了花花乡乡的的水水邑邑之之美美，，她她构构造造了了生生态态菏菏泽泽的的经经纬纬之之势势，，

她她为为花花城城人人派派发发““绿绿福福””红红利利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贺贺 姚姚楠楠 实实习习生生 袁袁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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