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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的一天，在夏季午间阳光
的照耀下，53 岁的陈志勋目视着一艘
装满煤炭 、1500 吨级的大货船缓缓驶
出西华港区逍遥港。 引擎的轰鸣声、嘹
亮的汽笛声，让生在逍遥、长在逍遥的
陈志勋， 不禁想起小时候他的父亲总
讲起在沙河岸上拉纤的事。

“我的父亲十来岁时当纤夫，他在
世时说过， 那时候沙河上来往的船非
常多，可我从没见过。没想到我 50 多岁
了，竟然亲眼看见沙河上重新热闹起来
了。”陈志勋说，他之前以种地和在周边
做点小工为生，港口的建设和试运营带
动了当地就业，一些专业性不强和危险
性较小的劳务工作就近优先派给了像

陈志勋这样的当地劳动力， 让大家逐
渐感受到了航运带来的新生活。

从昔日舟楫云集的繁华，到一度断
航，再到如今“临港新城、开放前沿”政
策指导下涅■重生的逍遥港， 滔滔不
尽的沙河水淘洗着古今多少事。7 月 11
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这个周口市域最
上游的港口码头，记录朵朵浪花拍打出
的历史回音，和周口“一主九辅”港口发
展格局下的时代新声。

从天然码头到现代港口的征程

逍遥港位于逍遥镇中心区沙河下游

不远处，相依而生。 所以了解了逍遥镇的
来龙去脉，就了解了逍遥港的前世今生。

逍遥镇最早叫“合流口”。 据《西华
县志》 记载， 此名最早可追溯到汉代。
这个奇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沙河 、颍
河在此合流。 逍遥镇距离两条河道最
近处仅有 700 余米，像是连接两条河的
枢纽， 便利的天然水陆通道自然引起
船只繁盛、 经济昌隆。 到了唐宋时期，
“合流口”改为“合流镇 ”，又称 “小淘 ”
“小窑”。 宋代在此任职的王知县有感
而发， 赋诗赞叹道：“百业俱兴数小窑，

官顺民安世称道。 天时地利随人意，任
职四载乐逍遥。 ”“逍遥”之名，由此诞
生。到了清代，索性更名为“逍遥镇”，沿
用至今。

明清时期，逍遥镇迅速发展，一时
成为周边的经济中心和连接沙颍河上

下游的重要商埠，与漯河、周口、界首并
称沙河“四大码头”。“人烟聚杂，街道纵
横”，“周围十余里，三面夹河”，“实为水
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西华
县志》中的文字，描绘了逍遥镇历史上
的热闹场景。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下游的周口修
建拦水大闸， 再加上陆路运输飞速发
展，上游的沙河、颍河河道逐渐断航。从
此，逍遥镇附近常社渡口船挨船的景象
不见了，纤夫消失了，只能留在老辈人
的回忆里。

近年来， 沙颍河全线通航， 周口
紧抓机遇促成蝶变 ，重新提升城市定
位，全力推进港口建设和发展 ，为 “豫
货出海”打下坚实基础。 2016 年，位于
逍遥镇境内的大路李枢纽工程完工

通航 。 这是沙颍河航运开发工程周口
段连接上游的“门户”，是一个以航运为
主，兼顾工农业生产、城乡居民生产生
活用水、水环境保持功能的综合性航运
枢纽。 2018 年 10 月 18 日，《国务院关
于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发
布，标志着淮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
战略。 周口是淮河生态经济带的重要
组成部分， 沙颍河是淮河第一大支流。
随着沙颍河复航，周口成为河南省唯一
的内陆港城 ，实现了 “通江达海 ”的愿
望。 按照周口市委、 市政府要求，2020
年 4 月 8 日，逍遥港开工建设，成为沙
颍河周口至漯河段航运开发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今，常社渡口苏醒了，马
力十足又敞亮的观光旅游快艇替代了

之前的铁皮渡船。 曾经的老渡口变成
了新景点， 不远处的逍遥港蓄势待发，

映照着这片古老土地从天然码头走向

现代港口的征程。

从沿河平地到综合港口的崛起

逍遥港岸线总长 442 米，占地 288
亩，总投资 1.8 亿元，项目主管单位为
周口市港航管理局。 周口市逍遥港建
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建设单位和管

理单位。 福建路港集团、河南浦发工程
建设有限公司、江苏淮阴水利建设有限
公司为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逍遥港建
设有 500 吨级船舶停靠泊位 6 个，其中
件杂货物泊位 3 个、 通用码头泊位 2
个、集装箱泊位 1 个。除了泊位，目前港
区进港道路、港区主干道、94 米直立式
护岸、5 个临时堆场， 后方的陆域件杂
堆场、散货堆场、重箱堆场，以及港口生
产生活服务用房、雨水、污水、消防、环
保、岸电等配套设施均已完工。 2022 年
6 月，逍遥港获得运营许可证，开始港
口生产试运营。

据周口市逍遥港建设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亚芳介绍，逍遥港处
在高滩地低河道区域， 港口作业面高、
基坑深，高 12.28 米 、整体呈 L 形的重
力式挡墙成为施工难点，对技术和安全
性能要求较高。 施工时，工地上每天至
少有 130 人左右，最多时一天达 300 多
人，所以从安全生产到疫情防控，一刻
都不能放松。

“酷暑盛夏，为了避免高温中暑，工
作人员凌晨 4 点上岗，上午 10 点收工，
下午 4 点上岗，晚上 12 点收工。食堂备
有绿豆汤，供工作人员随时消暑解渴。”

安全生产部负责人马亚猛说。
工地来往人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任务重。 为确保既防疫情又保工程进
度，逍遥港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派出
专人， 在进港大门处 24 小时对进出车
辆进行消杀作业，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对
来往人员测量体温、 查看核酸检测证
明， 同时对到港的船舶进行规范查验，
保证到港船员上岸安全。

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港航局领导的关心
支持下，设计吞吐量 170 万吨、集装箱
4.5 万 TEU 的逍遥港拔地而起。港口主
要开展货物装卸、中转、仓储、运输等物
流服务，以及供应链管理和相关配套服
务，业务范围包括煤炭、砂石、集装箱、
粮食、散装水泥、钢材等主要货物及其
他件杂货物的装载运输。

一座崛起中的综合性港口正式加

入“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大家庭！

从内陆小镇到开放前沿的奔跑

逍遥港北与鄢陵、扶沟接壤，西和
临颍毗邻，南与商水、郾城隔河相望，且
与 344 国道和 219 省道邻近，西距京港
澳高速漯河北站出入口 19公里，北距盐
洛高速鄢陵站出入口 36 公里， 距上游
漯河市京广铁路桥 37.5 公里， 距下游
界首常胜沟 94 公里， 区位和水陆交通
优势十分明显。 5 月 27 日，市委书记张
建慧到逍遥港调研时指出，逍遥港最邻
近豫西资源腹地，最靠近京港澳高速等
交通大动脉，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
好的发展前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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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7 月 26 日
上午，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
协作河南中心与周口市人民政府知识

产权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郑州市
举行。 市长吉建军在签约仪式上致辞。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

河南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胜华和副主
任秦奋 ，市领导孙鸿俊 、马明超参加
签约仪式。

吉建军在致辞中对审协河南中心

长期以来给予周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他指出，近年来，在
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周
口市立足“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发展
定位，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
战略”三年行动计划，把创新摆在发展
的逻辑起点、 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
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的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
知识产权战略， 配套了一系列支持、激
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着力深化知识
产权改革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

吉建军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本次战略合作
协议的签订将有利于审协河南中心发

挥专业技术优势， 打通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全面提
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带动产业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助力周口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希望审协河南中心充分
发挥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
动面向周口重点产业、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组织开展专利导航，建设更多的审
查员流动工作站，引入更多的高端知识
产权人才， 为全市企业提供更高层次、
更加优质、 更加全面的知识产权服务，
开创周口知识产权事业新篇章。

高胜华表示，审协河南中心将秉持以贡献求支持、以服务求发展的工作理
念，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共建工作站为抓手，奋力打造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
新高地，为周口市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全力推动周口知识产权
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签约仪式上，马明超、秦奋分别代表周口市政府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签署知识产权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前，吉建军一行参观考察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
河南中心。 ②18

临港新城 开放前沿

站在开放前沿的逍遥港
策划 顾玉杰 王健

记者 李伟 张猛 乔小纳 //文 李龙周 //图

抓田管促生产夺取秋粮丰收
压责任抓落实确保安全度汛

周霁在周口调研时强调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刘婵 本报
记者 岳建辉） 7 月 25 日至 26 日， 省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霁到周口市调研，
强调要抓实抓细秋粮生产， 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 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减
灾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全力确保安全
度汛，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当前正是秋作物生长发育旺盛期、田
管关键期。周霁来到商水县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实地察看玉米长势和智能水肥一体
化灌溉设施，了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 他指出，要环环
紧扣抓好田间管理， 落实肥水调控措施，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排涝排渍，加强
秋作物病虫害防控， 确保秋粮取得好收
成。 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新建与
改造提升并重， 加强农业科技配套应用，
在工程维护、人员配备、资金筹措上建立
长效机制。 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利益分
享机制，让农民获得更多收益。

在太康县刘寨村、 河南景泓农业种

植有限公司，周霁与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企业经营人员、就近就业群众亲切交谈，
并走进脱贫户家中详细了解就医、 外出
务工、收入收成等情况。 他强调，要在稳
定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前提下， 拓宽
群众增收渠道， 扎扎实实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 要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持续深化“三零”创建工作，加
大矛盾排查化解力度， 提高基层治理的
能力和水平，着力把能人培养成党员、把
党员培育成致富带头人，建强支部、建好

协会， 实施龙头企业带动、 能人大户带
动，一步一个脚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周霁还来到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扶

沟北关闸，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他强
调，要按照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加快
建设进度、 确保工程质量， 统筹好上下
游、干支流全流域科学调度，确保安全度
汛。要层层压实防汛防灾责任措施，完善
防汛应急指挥体系， 果断精准采取有效
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周口市相关领导参加调研。 ①5

近十年来我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记者

田晓航 李恒） 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过 2
万个、2012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建设
中医馆 3.67万个……记者 26日从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近十年
来，我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基层中医药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根
基，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基础保障。”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赵文华在

发布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
续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我

国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截至 2020 年年底， 全国 76.7%的县

级区域设置了公立县级中医类医院，八
成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设置了中医馆，预计到 2022 年底实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设

置全覆盖。
各地采取规范化培训、订单培养、定

向招录等措施加强基层中医药队伍建

设。“十三五”期间，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

生室的中医类别医师总数为 18.39 万
人，比 2015 年增加 2.75 万人。

通过支持约 850 家县级中医医院基
础设施建设， 开展 500 家县级中医医院
全面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和全部原贫

困县中医医院服务能力提升建设， 县级
中医医院中医诊疗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

明显提高。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注重疾
病治疗转向同时注重维护健康、 发展治
未病和康复等多元化服务， 中医药服务
领域不断拓宽。

淮阳荷花苑音乐喷泉
灯 光 秀 惊 艳 登 场
������荷花景观池作为淮阳荷花苑提升改造项目的核心工程目前
已经完工，增加了景观灯光、喷泉、喷雾等。 音乐喷泉灯光秀已
惊艳登场，莲花造型中的一股股水柱随着音乐律动，光波流转间
不停变换色彩和造型 ， 给观众奉上了一场集声光电于一体的
视听盛宴。 记者 侯俊豫 摄

绚丽多姿

如梦如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