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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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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坝头黄河湾风景区
正是黄河兰考段，是九曲
黄河最后一个大拐弯处，
呈“U”字形，因地势险要，
素有“豆腐腰”之称。该河
段水势凶猛、浪花翻卷，涛
声淋满鸟语花香的河滩。
站在东岸西望，李白的诗
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
到海不复回”的诗情画意
立刻展现眼前。

历史上黄河本不流经
兰考，直到南宋建炎二年，
即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
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
在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地扒
开黄河大堤，黄河改道，流
经商丘、安徽、江苏注入黄
海；公元1171年，黄河在
河南阳武再次决口改道
后，黄河成东西向流经兰
考境内，经仪封、民权、商

丘等地汇入黄海。黄河每
年携带的泥沙就有16亿
吨，其中4亿吨沉积在下
游的河床，到达兰考境内
就成为典型的“地上悬
河”，因此，一有风吹草动
黄河就有可能决口。

黄河在兰考境内只有
25公里长，却是历史上决
口最多的地段。由于黄河
多次改道变迁，所以兰考
遗留下遍地行河的遗迹。

据《兰考县志》记载，
从1171年到1949年新中
国成立的这800年间，黄
河在兰考段决口泛滥就达
143次之多。其中，对兰考
危害最大、灾难最重的一次
就是咸丰五年（即1855年）
的铜瓦厢决口。现行黄河
入海之前的最后这道弯就
是铜瓦厢决口造成的。

黄河“豆腐腰”曾是历史上决口最多的地段

兰考黄河湾景区风光独特
引来郑州新人办户外婚礼

“很多人都是专程过来看九曲黄河这最后一道
弯的，前两天还有从郑州过来在这举办户外婚礼
的。”11月10日上午，在兰考县城西北25华里处的
东坝头乡的黄河大堤上，黄河湾景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可能是想让黄河见证自己人生中最重要
的时刻。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章衡/文图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
的水患问题一直牵挂着中
央的心。正因为兰考这个
地方水患最多、灾难最大、
农民最苦，毛泽东主席曾在
1952年、1958年两次到此
视察，并向全国发出了“要
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
号召。如今黄河湾景区的
纪念亭就是为纪念毛主席
两次视察黄河而建造的。

除此之外，景区还有
宽阔的黄河河道和200多

亩适宜垂钓的滩地水面，
十余里贯穿绿树田畴、野
花飘香、风光优美的黄河
大堤，区内的滩涂湿地、沙
丘沙岗等。景区自然景观
千姿百态，风光独特，是开
发生态、休闲、度假、水上
游乐的绝佳去处。根据东
坝头黄河自然景观的特征
和周边的区域特征，重点
开发以黄河中下游景观为
主的黄河标志性景区，展
现九曲黄河的胜景。

黄河湾景区初成规模展现九曲黄河胜景开封与黄河之间的关系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分段的
节点就是1128年。

开封古不近黄河，亦无
悬河之忧，1128年之前，开封
得益于源于黄河水的运河的
开通与通航，日益壮大成为
一座伟大的、文明的、繁荣的
大城市。自1128年，东京留
守杜充自决黄河，水淹东京城
起，开封开始不断遭受黄河的
迫害。自此以后，黄河失控，
黄河河道不断南徙，开封变成
了黄河迁徙的起点，从此水患

不断，在明中期黄河甚至一度
穿开封南部而过。一直到了
明末清初，黄河河道才基本固
定下来，直至今天，仍悬踞开
封城北10公里，东流大海。

也正是黄河的不断侵
袭，让开封在历史长河中逐
渐成为城摞城的古都。

据介绍，开封的城摞城
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占地
近60平方公里的区域，在这
个区域内的任意一个考古发
掘地点都可以成为城摞城的
窗口。就目前来看，在这个

区域内，现有的考古发掘地
点中，顺天门无疑是展示开
封城摞城的最佳窗口。

如今，2006年开始筹划，
2009年正式全面推进，2012
年正式展开考古发掘的开封
市城摞城顺天门遗址项目各
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目前开封已经在筹备顺
天门遗址博物馆建设事宜。

“目前已经在办理有关
手续，预计顺天门遗址博物
馆将在明年上半年开工建
设，工期两年半。”葛奇峰说。

顺天门遗址中的城摞城占地近60平方公里

11月8日是我国第20个记者节。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11月8日起，河南组织媒体
记者“走进黄河”，践行“四力”，对黄河流经我省的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焦作、濮阳、三门峡等部分省辖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进行集中采访，生动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岁岁安澜、沿岸河
南人民幸福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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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门道尽开封与黄河的关系
城摞城博物馆明年开工

▶“顺天门遗址是北宋东
京城遗址诸多城门中保
存最好的一座城门，是出
现在中国古都中最早的
方形瓮城。从北宋开始
至明清之际，瓮城更是成
为各地修筑城门的定
制。”11月9日下午，开封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
究员葛奇峰告诉记者，顺
天门遗址地层中的特征，
也是开封称为城摞城近
乎完美的诠释。对它的
考古发掘也是黄泛区考
古的一次有益尝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章衡/文图

顺天门最早修筑于五代
后周显德三年（公元 956
年），是周世宗柴荣任命东京
副留守王朴“经度”修建而成
的，时称“迎秋门”。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年），宋太宗赵光义赐名

“顺天门”。该城门除却这个
名称外，还有一个俗称“新郑
门”。《东京梦华录》记载，顺
天门因向西直通郑州，且与
内城上的郑门相对，故又俗

称“新郑门”。
据史料记载，宋熙宁八

年（公元1075年），宋神宗任
命著名的建筑和水利专家、
内供奉官——宋用臣在外城
城门外增筑瓮城。顺天门也
在这一次改建中，从单门道
城门变成了一座三门道、外
带方形瓮城的规模宏大的礼
仪之门。

后历宋、金，至金天兴元
年（公元1232年），随着金哀

宗弃城南逃而废弃。
元代，东京城外城变成

了一座护城大堤，同时，因遭
受当地居民持久的生产、生
活的破坏和二次利用等原
因，顺天门损毁严重，城门本
身基本泯灭。

明代，在遭受元末明初
战争的摧毁之后，又先后经
历了多次洪水的冲积、淤
埋，东京城外城基本从地表
消失。

顺天门曾被叫“迎秋门”“新郑门”

记者在遗址现场看到，
顺天门门址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长160米左右，东西宽
100米左右，为“直门两重”的
瓮城，东西方向。瓮城西外
侧有护城壕。整座门址由瓮
城、城壕两大部分组成。

顺天门瓮城由主城门、
瓮城门和一周城墙组成。

主城门在整个瓮城城圈
东墙墙体中部。主城门缺口
处南北宽30米左右，东西进
深24米左右，南北两侧的墩

台宽约13米。城门及南北
两侧的墩台比两边的城墙墙
体向东凹进3米左右。

瓮城门位于瓮城城圈西
墙墙体中部。城门缺口处南
北宽24米左右，东西进深20
米左右。

葛奇峰告诉记者，北宋
东京城外城西墙，位于顺天
门的南北两侧，基本上呈南
北走向，大致在北偏东10度
左右。城墙墙体中均有明显
的夯筑痕迹和夯层。夯层厚

8至12厘米，夯窝呈圆形，圜
底，直径5至8厘米。

顺天门城壕位于瓮城西
侧，东距瓮墙约15米。城壕
开口地层埋深约10米，开口
宽25米至31米，城壕深3.6
米至5米。护城壕东侧与开
口层共时存在的有明显的道
路堆积层。

“这么多有规律的数字
说明，顺天门作为首都的重
要组成部分，建筑规格非常
之高。”葛奇峰说。

中国古都中最早的方形瓮城长啥样

开封顺天门城摞城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