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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泓碧水画中泻 满堤芳华溢阳城
记者 何晴 邱一帆 李凤霞 马治卫/文 刘俊涛/图

������暮秋时节， 记者一行来到商水县沙河南
岸，放眼望去，秋风浸染，树叶或苍翠或金黄或
火红，色彩斑斓；清澈的河流，缓缓流淌，不时
有货船驶来，水鸟舞翩跹，一幅水清岸绿的生
态文明美丽画卷，正在眼前徐徐展开。

近年来，商水县委、县政府按照市委、市政
府打造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部署要求，闻令而
动、率先出击，通过景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
传统文化设施恢复、 经营业态导入等方式，一
业一品，大力整合沿线沙颍河文旅资源，沙颍
河生态经济带商水段芳容初现。

发展之美

乘风起势织宏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好这方碧绿、这片
蔚蓝、这份纯净，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世世代代干下去，努力打造青山常
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

周口市“十四五”规划提出“打造新兴临港
经济城市”，立足“三川交汇、一河穿城”的自然
禀赋， 高标准规划设计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推
动港口、产业、城市资源优化配置，着力构建内
外连通、蓄洪兼备、旱浇涝排、生态宜居、功能
多样的现代化水网体系。

蓝图已经绘就，逐梦唯有笃行。商水县委、
县政府保持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一张蓝图
绘到底”的坚强定力，一步步展开谋篇布局，一
步步推进落实攻坚，创新思路，建设号角正式
吹响。

商水县阳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阳城文旅”）勇挑重担、主动作为，高起点、
高标准开展项目打造，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力求
找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公约数，
推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高质量建设走深走实。

站在马门古渡观景台上，整个园区美景尽
收眼底，微风包裹着水汽袭来，令人心旷神怡。
“以前谁来河堤啊？ 眼前一抹黑。 现在路灯明
亮、道路整洁，看着就喜欢。 ” 找到了“遛弯儿”
好去处的居民李大爷高兴得合不拢嘴。

如此美景，是商水县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
起点。但是搞建设要花钱，行道树谁来种？路灯
谁来安装？ 保洁谁来做？ 阳城文旅以市场化运
作，巧妙化解了这些问题。其负责人介绍，河堤
内外发展了育苗基地，种植了蜡梅、桂花、五角
枫等绿化树，既让河堤变美了，又节省了绿化
资金，还解决了育苗场地问题。 建设的停车场
仅在商水县举办油菜花节期间收取的停车费，
就可覆盖全年保洁费用支出。太阳能路灯不仅
不需要电费， 灯杆广告收入还解决了路灯采

购、安置费用。
商水县用改革的方式、市场化的手段解决

难题、寻求突破，也为景点持续发展引入了源
头活水，保持了发展活力。

文旅之美

一步一景繁花簇

文旅融合，美美与共。文化与旅游相遇，收
获共赢的果实。

10 月 1日，市区刘女士带着孩子来到叶氏
庄园了解周口漕运文化历史，并沿河堤游览了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连连称赞“一路皆绿意 ，
到处是风景”，并拍照片、发抖音，将沙颍河的
自然生态之美、水韵人文之美、绿色发展之美
定格在影像中。

精妙落笔，绘就文化最靓底色。 绘就沙颍
河生态经济带最美画卷， 商水县倍加珍惜，高
规格规划、高标准建设，对沙河沿线寿圣寺塔、
邓城镇等各景点文化进行深入挖掘、 整理、提
炼，串点成线、连线成廊、延廊成环，实现文化、
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打造成为全市生态旅游
新名片。 同时，结合特色小镇、水上旅游航线、
港口经济、观光农业、传统商业复兴、沿线一业
一品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等多种业态，积极

建设特色种植基地、 全功能星级游客集散地、
集装箱民俗酒店，配套建设停车场、服务中心、
观景台等，全力打造有文化、景色美、产业好、
带动效应强的生态经济带。

处处有景，各美其美。
水城古镇现新颜。 投资 1700 万元对叶氏

庄园进行修复，并对沿街商铺进行升级改造。
故乡杨树林成为打卡“新地标”。 让人们远

离城市喧嚣，奔向水边林间，享受这静谧时光，
清新的户外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百年醋坊香飘沙河两岸。 赵集村通过恢复
传统酿造场景和古作坊的原貌，展现传统商业活
动的历史沉淀，让村庄再次“活起来”“火起来”。

打造农村大集，兴建温泉公寓，吸引城市游
客，葫芦岛的新业态让城里人休闲有了好去处。

“葫芦岛项目建成后，将集观光、住宿、会
议、餐饮、温泉、垂钓为一体，既能活跃乡村经
济，也可为游客提供远离世俗喧嚣、静谧而丰
富的文化盛宴。 ”该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产业之美

村美民富两相宜

美丽资源，催生美丽经济。
目前，沙颍河生态经济带（邓城镇至川汇

区段 ） 完成了堤顶道路建设及两侧绿化 、美
化、亮化等工作，对河堤堤坡 、堤肩等地进行
清理整护，种植了矮化景观植物，确保四季常
绿、三季有花。 同时，对沿线村庄进行了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 对部分街道房屋外立面进行
了仿古改造，大大改善了沿线的风貌，打造出
一条生态绿色廊道。 这些工程目前已基本完
工，部分节点已开始运营，今年国庆节期间已
接待游客。

村美了，村民也美了！
“政府开发建设生态经济带， 我们举双手

赞成！ ”白帝村村民说。 据介绍，沿线节点仅故
乡杨树林一个项目，就吸引了附近百余名村民
前来就业， 日后将会累计提供千余个就业岗
位。待商水县沙颍河生态经济带项目全部建成
后，年接待观光游客约 400 万人次，可带动消
费约 11亿元，产生税收 2.5 亿元。 加上特色农
产品加工销售、非遗文化展销等，年综合收入
预期超过 15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上万个，可以
明显带动沙颍河沿线经济及社会发展。

从“不修边幅”到惬意舒适的旅游节点，商
水县正以生态 “打底 ”、文化 “点亮 ”、经济 “引
路”，不断丰富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内涵，多元
化的生态旅游不仅给游客带来新鲜的个性化

体验，也为商水县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古庄园的新机遇
在商水县沙颍河生态经济带邓城

节点边， 矗立着一处始建于清康熙年
间的民居古建筑群———叶氏庄园。

叶氏庄园鼎盛时期占地达 30 亩，
现存一宅三院，房屋 160 余间，建筑面
积 1980 平方米。 自西而东的三座院
子，是北方较典型的四合院组群建筑，
其砖雕、木雕、石雕等体现了清代中原

民居建筑的艺术水平。
此地是叶家家风传承的表现，也

是周口漕运发达的见证。明清时期，当
时的周家口是内河漕运的转运重地，
经济也因漕运发达而迅速崛起， 发展
成为闻名中原的商业重镇， 叶家也因
水运而兴、因商而兴，建立了叶氏庄园
建筑群。

时光轮转， 水依旧是叶氏庄园久
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随着沙颍河生态
经济带的建成，清代叶氏庄园、东汉刘
秀饮马台遗址、 汉代白果树等名胜古
迹和邓城猪蹄、油条、杠子馍等地方风
味名吃， 将继续在这条景色美、 产业
好、带动效应强的“绿色飘带”上飞舞
飘扬。

悠悠古渡新颜焕然

西华县李大庄乡和商水县汤庄乡

的人要想到对岸去都要渡河， 否则要
绕十来里或几十里的路。 在沙河较窄
处，就有了一个古渡口：马门渡口。 据
说，这个渡口始建于清中期，是商水县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起点。

站在沙河南岸的高处俯瞰深秋的

马门古渡，天渐高、水渐阔，天与水之
间，“藏” 着两座玲珑精致的游园。 远
处， 两岸树木的倒影被湛蓝的天空映

衬得如同一幅油画。近前，奔腾的沙河
水蜿蜒曲折而来， 又沿着宽阔的河道
浩荡东去。站在轮渡口，游客和往来居
民被沙河两岸流光溢彩的美景所感

染，他们或驻足观望，或极目远眺，许
多人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商水县在马门古渡建设中坚持“不
大肆建设，不改变生态环境，休整原来生
态”的理念，致力于把马门古渡打造成周
边人群休闲娱乐聚集点和乡村流动商业

活动点， 一方面能满足人们休闲娱乐需
求， 一方面为周边居民就业创业搭建舞
台。目前，马门古渡建设的一座游客服务
中心、两处游园、一处停车场及一处乡村
集市，已经全部投入使用，新建成的基础
设施极大地方便了沙河两岸居民。

时光飞逝，随着市委、市政府加快
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现代化休闲娱乐设施， 马门古
渡也逐渐焕发起新的生机。

“我家醋坊变了”

倚古柳、放眼望，商水县汤庄乡赵
集村下路口的老李家百年手工醋坊正

忙得热火朝天。 醋坊的第四代传承人
李奎在醋缸旁忙碌着，谈起醋坊历史，
他打开了话匣子……

从我老太爷那一辈起我家就酿

醋，以前酿醋用的水都是沙河水。我从
小就跟着父辈学酿醋， 放学后一回到
家就要帮着压水酿醋，两次发酵、七道
工序的传统生产工艺， 醇厚绵长的口

感和无任何添加剂的品质让我家的醋

坊稳稳扎根。听父辈们说，赵集村的集
市一度十分繁荣， 一间小小的瓦房里
站满了买醋的人。后来，因为交通道路
的改变，村里集市逐步走向了没落，我
家的醋自然也没了销路，愁！ 真发愁！

直到 2022年，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项目工程启动，乘着“东风”，我们村迎
来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我家醋坊变
了！ 前来购买的游客络绎不绝，我现在
还准备开个网店， 方便顾客线上购买。
在政府的帮助下，醋坊也从瓦房一间变
成如今百余平方米的操作车间；街道房
屋外立面、屋顶进行了仿古改造；临河
建起了绿色生态旅游景观长廊……

本是调味品的醋因传承的故事被

赋予了艺术的美感， 政府的扶持更让
醋香飘向远方，我会守着我的醋，让醋
坊朝着“百年醋坊”的目标迈进。

藏在乡野里的精致生活
一顶帐篷，三两好友，得闲品茗，

观河赏月。
在商水县沙颍河生态经济带项目

张湾村节点，有这样一个占地约 65 亩
的“世外桃源”———故乡杨树林。 因其
利用 60 余亩杨树林及荒滩建设故而
得名。此地距离邓城镇不足 2 公里，定
位为全功能星级游客集散地， 在满足
游客“吃、住、行、游、娱、购”的基础上，
延伸露营经济，聚集人气，促进当地农
产品消费，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为沙颍
河生态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新的经济

“活水”。
白天推窗见河 夜晚灯影婆娑

以路为界， 在临河区域的水景露
营区，一汪河水将整个营地揽入怀中，
杨树叶随风沙沙作响， 远观河流静谧
深远，近赏浅滩岸线蒲草丛生。

古朴风格的方形游牧帐篷， 搭建
有茶室、KTV 和私人影院。 游客既可
在此邀朋会友、品茗谈心，亦可仰卧帐
篷下看孩童追逐嬉戏， 夜间可在树林
中观灯赏月、静谧沉思。

亲子露营区统一采用圆形星空帐

篷，设置有家庭餐厅 3 个、亲子帐篷 9
间， 中心的沙坑让父母有了与孩子一
同玩耍的机会。

情侣露营区以夜间氛围灯光为亮

点。草地上随风摇曳的萤火虫灯、风车
灯、芦苇灯，与漫天星光遥相呼应，尽
显浪漫气息。

特色餐饮区内， 汇集了我市十几
种特色名吃。在坚持食材可溯源、人员
有传承、吃法有讲究、名称有故事、来
历有考究的基础上， 严格实行食品安
全管理。 在对传统名吃进行挖掘规范
的同时，还吸引了周边村民前来就业、
创业。

满满“氛围感” 妥妥“精致范”
傍晚， 森林火塘酒吧区的红砖火

塘生起篝火；24 小时超市和酒吧人来
人往；露天舞台上，人们载歌载舞尽情
释放； 多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烧
烤。啤酒音乐节、周末酒吧等活动让人
拭目以待……褪去往日的疲惫， 游客
们相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心灵得到
了最大释放， 这便是独属于故乡杨树
林的精致氛围。

园区配备的高科技设备让精致氛

围成为可能。随着一阵水雾升腾，树林
一下子变成了“雨林”，如梦似幻。 “雨
林”的雾气浓淡适宜、若隐若现，灵动
而富有生气。一阵风吹过，雾气缓缓散
开，植物被缓缓揭开面纱。 “我们这套

雾森系统， 添加天然的艾草原液能有
效解决园区蚊虫问题， 同时具备美化
景观、防暑降温、增湿除尘、增加负离
子等功能，既营造了意境，又降低了保
洁难度。 ”园区工作人员说。

当夜幕降临，脚下麦穗灯连片，仿
佛置身于灿烂辉煌的麦香之海。 园区
万千灯火璀璨，柔和的灯光打在身上，
仿佛置身于漫漫星河。 园区工作人员
说：“园区打造的 LED 灯柔雅多彩，在
解决照明问题的同时， 还能增添夜间
景观，吸引游客留宿。 ”

项目临近河滩，为了不造成污染，
故乡杨树林实行垃圾、污水闭环处理。
地下管网齐备严格雨污水分离， 污水
封闭收集，定期抽污，汇集垃圾异地处
理，切实保证沿岸生态完整性。园区还
设置了电子围墙，实现全区域监控，对
儿童、老人等特殊人群定向识别监控，
监控系统与安保人员协同解决安全运

营问题。
特色产品售卖摊位是专供沿线农

产品展示、销售的平台，届时，不仅会
有邓城叶氏猪蹄等当地特色产品，还
会根据时令， 售卖如李寨贡白菜等生
鲜农产品。 让“精致”与“乡土”充分结
合，何乐不为？ ②18

叶氏庄园

游客在百年醋坊品尝老醋

马门古渡渡船来往两岸

怡然幽静的故乡杨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