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亮 实习生 杨颖达

近日，我市将开始新一轮的洛河水系综合治理和改造
提升，水陆两栖船、洛神传说主题公园等都将与市民见面。

常言说，人逐水而居，聚居成市，涧河沿岸的治理和发
展，使两岸的居民对“宜居”有了新的认识。不过遗憾的
是，那时的洛阳城被限制在邙山和洛河之间的狭长地带，
发展空间严重受限。于是，以洛河为轴，打造新的水岸生
活带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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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洛阳水岸生活样本》系列报道

▲

19年前，我市确定了以洛河为轴线发展两
岸的思路；2003年，新区开发拉开帷幕；现
在，漫步于洛河两岸的人说——

当洛阳人真美！
住洛河边更美！

本次规划以24字确立洛阳特
色城市定位：文化为魂、水系为韵、
牡丹为媒、产城融合、组团发展、生
态宜居。2001年，洛阳市辖区行
政区划调整到位，为集中力量实
施新城开发创造了必要条件；
2003年，洛阳市专门成立了开发
新区的组织机构，拉开了新区开发
的帷幕。

其中水系为韵和生态宜居正
是对洛河治理和开发的定位。将
更多的水体引入城市、留在城区，
让水生态成为城市建设的点睛之
笔和随时可用的宝贵财富，形成

“水与城互动，人与水和谐”的格
局，打造宜居城市。

为此，我市打造了市区内30
多公里长的洛浦公园，一改洛河旧
貌。“过去这里全是荒草和臭水，还
有洛南的谐音是‘落难’，大家都不
愿意住这儿，现在这儿环境多美，
也没人感觉‘落难’了，抢着来这儿
住。”张先生笑着说。

现在的洛河两岸，芳草碧树、
高楼林立，洛阳桥、牡丹桥、王城大
桥、瀛洲桥等交通枢纽不但连接了
洛河的两岸，更是连接了洛阳的过
去和现在。

张先生说：“想都不敢想，洛河
过去是一条‘臭水河’，现在河两岸
成了高档住宅聚集的宝地。”

可以说，涧西区的大发展已经
占用了洛阳的最后一块宝地，接下
来如何发展？向北？自古“生在苏
杭，葬在北邙”，洛阳城北邙山一带
是古墓最集中的地区。向西？本
来就是东西走向发展的洛阳不能
让城市框架拉得更长。向东？有
汉魏故城遗址……洛阳要寻求更

大的发展空间，只有跨过洛河向南
发展。

1995年，洛阳市第三期《城市
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论证，报经国
务院批准，确定了以洛河为轴线
发展两岸的战略思路。整个洛阳
新区由中心区、大学城及体育中
心、洛龙科技园、滨河公园、隋唐
洛阳城遗址和关林分区六大功能
区组成，新的一条水岸生活带呼
之欲出。

“又开始改造治理了，看看洛
河，感觉当洛阳人真美，在洛河边
住着更美！”74岁的张先生和老伴
儿走在洛浦公园的健康步道上，聊
起即将启动的洛河水系综合治理
和改造提升工程，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

近日，市规划委员会正式研究
通过了《洛河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示
范段规划设计方案》，新一轮洛河
市区段32公里水系综合治理和改
造提升工程即将启动。

按照规划，洛河市区段将分
步、分段改造提升，未来将建郊野
生态段、创意产业段、城市活力段、

历史文化段等四大城市水景文化
主题公园。目前，历史文化段已作
为示范段项目开始先期实施，范围
包括洛河洛阳桥至李南桥段5.5公
里和瀍河310国道至洛河口段5.2
公里，总投资10亿元，通过实施清
淤疏浚、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等工
程，明年牡丹文化节前，瀍河示范段
将率先完成提升，2016年6月前，洛
河示范段提升改造也将完工。

以洛神传说为主题的公园、以
运河文化为载体的布局、以商业餐
饮为平台的休闲娱乐、以舒适宜居
为目的的水岸生活……这些都将
在未来的洛河两岸上演。

围绕洛河建设宜居新城

城市发展受限，沿洛河建城成首选

新一轮洛河水系改造提升已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