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第7卷� 第6期·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

136

关于对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的几点思考

刘安宇
商城县水利局 河南 信阳 465350

摘 要：郑河为灌河支流，发源于伏山乡大马湾村附近，流经里罗城村、方小庙、朝阳庵等地，于余子店处与余

子店湾相汇，又经郑河、古井、官畈，于芦家湾处汇入鲇鱼山水库。文章从郑河基本概况、河道现状等方面来论述郑

河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建设十分必要，工程建设条件有利，工程治理技术上可行、经济

上合理，不存在制约工程实施的不利环境影响，建议尽早立项实施。

关键词：郑河工程；存在问题；综合治理

引言

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是一项关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大项目。郑河作为灌河的重要支

流，其生态健康直接关系到灌河流域乃至更广泛区域的

水资源安全与生态平衡。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郑河河道面临着防洪标准低、水生态功能退化、滨水

景观效果不佳等问题，亟需开展综合治理。本文旨在从郑

河的基本概况、河道现状出发，探讨综合治理的必要性与

可行性，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与对策，以期推动郑河生态治

理工程的顺利实施，助力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1��基本概况

郑河为灌河支流，发源于伏山乡大马湾村附近，流

经里罗城村、方小庙、朝阳庵等地， 于余子店处与余子

店湾相汇，又经郑河、古井、官畈，于芦家湾处汇入鲇

鱼山水库，干流长 12.5km，流域面积 55.5km2。

2��河道现状

郑河位于山丘区，河道蜿蜒，多年未经系统治理，

处于天然状态。河道整体呈宽浅型，两岸多为山体和农

田，河道纵坡较陡，比降约 1/40~1/200；河床为砂石河
床，分布有大量块石，部分河床基岩出露，局部有淤积

和侵占现象，驳岸形式以浆砌石直立挡墙和草坡为主。

河道现状堰前水量丰富，其他河段水量较少，呈溪流状

态，局部河段干涸无水；整体水体清澈，水质较好。

郑河上段（里罗城村大马湾至余子店村）长3.1km，
周边多自然山丘地貌，沿线分布有里罗城村、余子店等

民俗文化村，并分布有荷花池、千工堰、朝阳洞、黄泥

岭红军墙等旅游资源，对河道的服务需求较大，河道与

其融合性要求高。现状河槽宽约 10~20m，河道纵坡较
陡，比降约1/40，加之暴雨集中，水流急短， 河岸冲刷
严重。河道两岸为山体和农田，河床为砂石河床，分布

大量块石，部分河床基岩祼露，河道淤积严重，河床断

面缩小；河道边界空间不清晰，被耕地侵占，沿岸植被

破碎化，缺少生物栖息场地，生物多样性缺乏。

郑河下段（余子店村至官畈 006 乡道）长5.45km，
河道现状开口宽约 20~77m，滩地较宽，水面呈溪流形
态；河道比降逐步变缓，砂卵石河床，部分河床基岩出

露；两岸多为梯田和山体，河道淤积严重，河床断面缩

小，局部防洪断面不足；河道两侧绿分布有乌桕林、杜

鹃等植物，但分布杂乱，景观效果较差。

3��存在问题��

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目前郑河河道存在防洪标准

低，水生态功能退化，滨水景观效果差等问题，已影响

到河道沿线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不利于沿岸乡

村振兴的建设。

3.1  防洪标准低，淤积严重
郑河属山丘区河道，比降较陡，加之暴雨集中，强度

大，水流急短，洪峰流量大，局部河岸冲刷严重。河道两

侧多山体和农田，多年未经治理，淤积严重， 还存在农

田侵占的问题，尤其是源头河道，造成水流不畅，多次发

生山洪灾害，给沿岸居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1]。

3.2  滨水景观效果差，对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力不足
河道淤积严重，河床沟壑不平，加之降雨陡涨陡

落，局部河段干涸无水，有水河段水形杂乱，水流不

畅；河道两侧绿化斑驳，杂乱，滨水景观效果较差。河

道流经多个民俗文化村，但活动场地和设施缺乏，亲水

性较差，未将滨水景观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水系建设

的带动作用未充分发挥。

3.3  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缺乏
郑河现状为季节性河道，比降较陡，洪水陡涨陡

落，且两岸多为山体和农田， 河道淤积严重，沿岸植被

破碎化，对植物群落影响较大；现状水形杂乱、水系不

畅，生态岸缘破碎，未形成完整的水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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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乡村河道作为河网水系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不仅承

担着行洪和治污净化的功能，也具有栖息地、生态游憩

等综合功能，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影响

着群众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1）加快郑河生态综合治理是防洪减灾的需要
郑河多年未经治理，淤积严重，加之暴雨集中，强

度大，多次发生山洪灾害， 给沿岸居民生命财产造成

严重损失，迫切要求对该河道进行治理。为补齐水利薄

弱环节短板，强化防洪薄弱环节建设，保障河道两岸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实施郑河山洪沟治

理，完善郑河山洪灾害防治体系，提高河道防洪能力，

因此对郑河进行治理是必要的。

（2）加快郑河生态综合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需要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 号），提出了“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

要求，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打造乡村绿色生态服务

体系[2]。郑河生态综合治理以河流为脉络，以村庄为节

点，系统治理，并与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里罗城村美

丽乡村、童子团岗哨纪念亭、黄泥岭红军樯标等人文景

观建设相互协调，实现连片效益，拉动伏山乡乡村旅游

产业，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增强农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5��工程等别和标准

郑河河道为山区河道，现状两岸阶地分布有农田和陡

岗、郑河、余子店、里罗城等村庄，属乡村防护区，人口

不足 10 万。依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水
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确
定郑河工程等别为Ⅳ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次要
建筑物级别为 5 级，临时建筑物级别为 5 级，防洪标准
20~10 年一遇。由于郑河沿岸村庄较为密集，山洪灾害频
发，故防洪标准取其上限值，郑河防洪标准定为 20 年一
遇，郑河属于山丘区河道，流域面积 55.5km2；流域内无

水文站，流域面积小于200km2，且河道比降较陡，采用推

理公式计算设计洪水。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 年
颁发的 1:400 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2015），工程场区位于商城县汪岗镇、伏山乡境内，场区
对应Ⅱ类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g，地震动反应谱特
征周期为 0.35s，相应地震基本烈度Ⅶ度。
6��项目定位及特色

6.1  项目的功能定位
围绕郑河水系打造融生态体验、郊野游憩、旅游观

光、文化体验等为一体的综合型乡村风光带，积极引领

伏山乡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

6.2  项目特色
“山水相依、花林点缀、湿地风情、乡村风貌”。

水系塑造和周边要素融为一体，打造水系串联村庄、农

田、山林的唯美意境。以郑河滨水自行车慢行系统为主

线，营造河道湖面、滨水驿站平台、休憩景节点。

6.3  设计理念为：“生态、自然、共荣——换醒河流
的生机与活力”。

尊重现状场地条件，划定郑河沿线景观资源保留区

和生态破损修复区，以滨河自行车游览系统为主线，融合

当地红色文化、山林旅游资源，整体提升郑河水系景观风

貌，完善游览功能，拉动滨水产业发展，从而唤醒河流的

生机与活力，对乡镇总体建设起到生态引领作用[3]。

6.4  河道整治工程设计原则
河道整治工程在满足防洪要求的同时，还满足生态

环境、休闲的要求。因此本次工程规划设计的总体思路

是摆脱传统的治河模式，突出乡村河道的特点。设计的

原则是：

6.4.1  保持现有河势，尽量沿现有主泓线布置；
6.4.2  满足乡村河道防洪要求，构筑起科学合理、安

全可靠的防洪体系，确保河道两岸防洪安全；

6.4.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按生态河道的设计
理念去规划设计；

6.4.4  做到和商城县与本河道有关的各专项规划合理
衔接；

6.4.5  确保工程设计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6.5  总体布局
总体结构：一河两岸 四区八景

一河两岸：郑河水域风光带及两岸骑行步道游览带。

四区：分别为郑河桥下游生态休闲区、郑河桥至余

子店村的自然景观区、余子店旅游小镇为核心的滨水娱

乐区、余子店至英雄广场的文化体验区。

八景：主要为郑河沿线分布的八大景点，分别为林

源漫步、晚风映秋、多彩梯田、渔歌欢声、石滩水岸、

千工遗址、骑行山道、红色故道。

7��工程建设任务

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承载着多重重要使

命，其核心建设任务旨在全面提升郑河的综合效能。首

要任务是增强河道的防洪除涝能力，通过科学规划与

精心施工，构建稳固的防洪体系，确保在极端天气条件

下，能够有效抵御洪水侵袭，保障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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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工程致力于改善区域滨水环境，通过生态

治理与景观提升，打造宜人的滨水空间，为居民提供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进一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4]。

此外，提高河道生态修复能力，维护河流健康也是

本工程的重要任务。通过实施生态修复措施，恢复河道

自然生态，促进生物多样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好家园。这些建设任务的圆满完成，将为商城县的长

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8��工程内容及规模

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位于商城县县城东南

部、灌河右岸汪岗镇、伏山乡境内。工程治理范围从里

罗城村大马湾至官畈 006 乡道，治理长度 8.55km。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疏浚、险工段防护、溢

流堰工程和生态景观工程等。

河道清淤疏浚长度1.1km，清淤方量6.55 万m3；险工

段防护5 处，总长1.17km，护岸顶部高程 20 年一遇防洪
设计水位以上 0.5m；新建和整治溢流堰共 7 座，其中新
建 6 座、维修改造 1 座；骑行步道长度 9.63km，生态景
观工程面积 8.8hm2。

9��工程运行管理

在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完成后，其运行管

理显得尤为关键。为确保工程的持久效用与综合效益最

大化，必须在工程管理范围内，对河道、建筑物、骑行

步道及各类专项设施进行全面、细致的管理。

将建立健全管理机制，明确管理责任，确保每一项

工程设施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对于河道，我们

将定期进行巡查与清理，保障其畅通无阻；对于建筑物

与骑行步道，我们将加强日常保养与修缮，确保其结构

完整、功能完善。

同时，还将充分发挥河道的防洪工程能力，确保在

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应对。此外，我们还将积

极探索绿化等综合经营模式，以进一步提高工程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5]。

将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手

段，确保工程运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与高效化。通过

这些努力，我们相信，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将长

期造福于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0��经济评价

本工程建成后，能够有效提高河道防洪除涝能力，

保障沿河乡村安全，保证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各项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具有可观的防洪除涝

效益；同时可提升滨水环境，带动周边旅游增值，具有

显著的旅游增值效益； 还可以提高河道生态修复能力，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调节局部地区气候，促进生物多样

性恢复；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具有较好的社会效

益。考虑本工程具有良好的防洪除涝效益、旅游增值效

益、生态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建议尽早建设。

结语

综上所述，商城县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是一项关乎

民生福祉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系统治理与科学

规划，不仅能够显著提升河道的防洪减灾能力，还能有效

改善滨水环境，促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该工程

将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带动周边乡村旅游与经济发展，

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因此，

尽早实施郑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对于商城县乃至整个区

域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打造美

丽、宜居、和谐的郑河流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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