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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什么？ 应当
是故土与河流。

沙颍河是周口人民的母亲河，在
周口境内自西向东穿城而过。 千百年
来，她默默守护着三川大地，滋养着周
口人民，也见证着周口的沧桑巨变。

2021 年，市 “两会 ”提出 ，把加快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列为“十四五”
期间我市发展第一目标任务， 并致力
把沙颍河建设成贯通一二三产业的生

态河 、经济河 、开放河 、文化河 、幸福
河。 这项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不但实现
了周口城市颜值的美丽蝶变， 而且获
得了社会各界、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和认可。

沙颍河的“槐乡轮廓”

沈丘县是周口市的东大门， 是沙
颍河在河南省、 在周口市境内流经的
最后一个县，也是中华蒙学经典《千字
文》作者周兴嗣的故里，槐文化重要发
祥地。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沈丘段全长约

35 公里，沿岸滩地 6000 多亩，共涉及
北城办事处、 槐店回族镇、 东城办事
处、新安集镇、石槽集乡、周营镇、纸店
镇、付井镇、刘湾镇等 9 个乡镇（办事
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沈丘县
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强化规划引领，
科学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充分利用河
岸、河滩、荒滩和气候特点，着力打造
沙颍河沿岸生态景观带，建设沈丘“百
里画廊”，努力把沙颍河建设成经济更
协调、交通更顺畅、生态更优美、文化
更繁荣、民生福祉更殷实的“经济带、
文化带、生态带、幸福带”。

此时，“正在进行时” 阶段的沈丘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今年已颇具成效。
67 公里的堤顶道路已全面贯通，涉及
的下游航道升级改造工程已完工；全

程安装路灯 2136 个； 植物种植 2623
亩；配套的 8 处服务驿站 12 月底陆续
对外开放； 沙颍河生态廊道周边 7 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成效明显； 以红
闸湿地公园为起点， 刘湾镇颍水公园
为终点，全程 10 个景观节点，有的已
经初具人气……

此刻，年轻的风，唱着古老的歌谣
渡过沙颍河。 重塑之后的沙颍河，已不
仅是城市生态文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承载着三川大地历史文化的厚重
底蕴和绿色发展的优势需要，也将把沈
丘这座槐乡最美的城市轮廓显露无遗。

“花园之城”触手可及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究竟有多

美，还得亲身看过才知道。
其实，土生土长的沈丘人，很长

一段时间以来， 对于河水的概念已经
形成了“母亲河、水源地”“可以玩水、
过船”“原生态”等基础认知。没有人想
到， 如今的沙颍河两岸竟拔地而起一
一座座滨河公园。

市民来此戏水、游玩，闲度一个周
末时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每天也有
健身爱好者来岸边冬游。不时，还能看
到白色的鸟儿立于河滩， 显得遗世独
立。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一到盛夏的
傍晚， 沙颍河便向人们展现出它最美
的面容：夕阳西垂，红霞满天，河面上
洒满了细银，青翠欲滴的草地、粼粼水
波吹出金色皱纹......

原来， 家门口的河岸线还能这么
美。

2022 年以来 ，沈丘县依托 “美丽
大花园 幸福新沈丘”建设，按照让群
众享受出行“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
的标准和“大公园提升城市形象、小游
园方便群众生活”的要求，实施“十百
千”工程，在城区规划建设千字文、奥
林匹克等 10个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其

中 5 座已经建成，即将向公众开放，其
余正在推进中。 168 个口袋公园全部
完工，千里绿色通道正在建设中。截至
目前 ， 全县城区现有公园绿地面积
818.4 公顷，绿地率 37.2%，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 13.02㎡，“公园之城”初步显
现。

沙颍河北岸的雀园公园， 原来是
一个占地 20 余亩的破旧院落，今年五
月份，经过改造建成了一个公园。每当
晴好天气时， 公园里总是人群熙熙攘
攘，欢笑声、嬉闹声此起彼伏，不少市
民带领孩子来此亲近自然， 享受亲子
时光。

位于沙颍河大桥南侧的非遗公

园、迎宾公园依堤而建，其绿化植被广
袤，恰似一条环绕于城市的青翠绸带。
这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荫暗香、秋

天霜叶似火、冬天翠绿常延。公园自开
放起便成了居民和附近上班族锻炼、
休憩的好去处，也是很多市民拍照、直
播的首选场所。

不仅如此， 站在公园的观景台放
眼望去， 除了能欣赏到波光粼粼的沙
颍河随风荡漾， 还能看到河中渔民撑
着一叶小舟捕鱼， 仿如一幅美丽动人
的水墨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这里得到了完美印证。

除此之外，河岸线的 “实力 ”， 立
体城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区、人文
荟萃风貌带，也是打造的重点。

沈丘县依托沙颍河沿线华佗冢、
刘邓大军渡河遗址等文化元素的挖

掘、包装和展示，通过统一规划建设堤
顶路和两侧景观、 绿化、 沿河码头建
设、旅游开发、河滩中药材种植等，将

沿线景观串点成线、连线成廊、延廊成
环，实现“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
中、人在景中”的愿景，让群众共享发
展福祉。

群众“转角遇见美”

沈丘县槐店镇大王楼村与项城市

郑郭镇任庄行政村分别在沙颍河两岸，
隔河相望。 任庄行政村绿树环绕，花香
鸟鸣，实属清幽之地。 站在村堤顶路向
对岸望去，水质干净澄澈，将晴空、白云
和大王楼村民的楼房倒映其中，宛如天
空之镜。 若是满月之时，便又可观赏到
月光下沙颍河的另一番美景。

沙颍河沿线除了有幽静雅致的自

然景观，还有具有年代感的人文建筑。
其中， 沈丘县段以红闸湿地公园

最具代表性。说起红闸名字的由来，背
后还有个英雄故事。1951年，为响应毛
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沈
丘县北郊乡组织民兵连修建沙北总干

渠节制闸， 修建过程中一名老党员为
救民兵而身受重伤。 为弘扬传承这种
红色水利精神，此闸便被命名为红闸。

红闸湿地公园岸线长 8.3 公里 ，
面积 4500亩， 主要建设健康步道、 休
闲广场、 服务驿站、 湿地观光、 红色
水利主题展馆、 非遗文化体验基地等，
最终打造成综合性的带状文化公园。

景观建设已于 12 月 15 日建成并
开放，其依托原有自然风光，增加适当
设施，打造滩地林下漫游线、滨水体验
线等层次分明的生态游廊， 吸引许多
人前来游玩。人们在这里野餐，组织户
外活动， 随手拍出的照片很有文艺电
影的感觉。

身边便是风光， 何须丈量远方。
对于居住在红闸湿地公园北侧的

北城办事处的居民来说， 在经历了一
天的疲惫之后，没有什么比吹着晚风，
欣赏河边自然风光， 与家人共度闲暇
时光更为惬意的了。

当然，对于群众来说，这些兼具放
松休闲、文化展示、旅游观光的滨水公
共空间， 不仅唤醒了大家对于河水的
偏爱，成为“后疫情时代”的“人类精神
家园”，更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在的获
得感、幸福感以及自豪感。

“黄金水道”含金量满满

沙颍河是我省第一条通江达海的

“黄金水道”。十多年前，我市沙颍河以
下逐渐恢复通航，内河航运发展迅速。

周口进入了向海而兴的新时代。
沈丘县境内沙颍河航道平均水深

6 米到 9 米，能够承载 1000 吨至 3000
吨级的船舶常年通航。

由于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加
上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倒逼，周口的
航运优势日益凸显。 无论是益海嘉里
在周口港区布局投资 145 亿元的 8 个
子项目， 还是安钢在周口沈丘布局的
周钢项目，所看重的，首先也是所需原
料、产品运送高效，便宜的水运通道。

省“三个一批”重点项目沈丘港区
刘集作业区新建工程日前已经建成，
码头平台上起重设备也已经安装调试

完毕。 这项工程总投资 2 亿元，包括 4
个千吨级散货泊位、353 米岸线建设，
设计年货物吞吐量为 440 万吨， 是安
钢周口钢铁公司的专用码头。

现如今，刘集作业区周边刘集、李
湾、 郭寨等 12 个村庄， 提早谋划、布
局，通过发展船舶制造、航运、中药材、
油菜种植等特色产业， 实现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赢。

奔流不息的沙颍河承载了周口人

对开放、发展的希冀和期盼，也见证了
勤劳勇敢的周口人不甘落后、 务实重
干的发展历程。

沙颍河畔，中原港城向水而兴的
动人故事仍在书写 ， 一个中国式现
代化新周口正昂首阔步向我们走

来。 ①6

记者 李莉 王泉林 乔小纳 高洪驰/文 梁照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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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寒风袭人。 但是，在
沈丘县港口物流园区，到处都是热火
朝天的施工景象。周钢专用码头施工
现场，泊位平台上几台红色高大的固
定塔吊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泊
位的东端，技术人员正在忙碌，一台
移动式抓机正在试机； 泊位的西端，
一台挖掘机正在不停地平整泊位与

河堤道路连接线。
“沈丘港口物流园区包括东西两

个港区，设计泊位 26个。 周钢专用码
头是今年 5 月份开工的第一期工程，
设计停泊位 4个，年吞吐量 440 吨，工
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2023 年，将要
开工第二期工程，实现铁、水联运。 余
下泊位将陆续开工建设，26 个泊位全
部完工后，年吞吐量将达到 3000万吨
左右，沈丘港将成为周口最大港口。 ”
在现场协调工作的沈丘县港口物流

服务中心主任郭磊介绍。
据了解，今年以来，沈丘县委、县

政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围绕市委提出的“临港新城、开放前
沿”发展定位，抓住钢铁产业强链补
链壮大优势，以港口为中心，以规划
建设港口物流园区为载体，积极培育
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内河港口
物流产业集群，完善“水、铁、公”立体
互补运输链条，推进建设多式联运枢
纽，实施“港、产、园、城”深度融合的
临港经济发展新模式，打造面向长三
角开放的桥头堡门户、对外开放新高
地，为周口建设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
市提供有力支撑。

沈丘港口物流园区紧邻沙颍河

黄金航道，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 园区

重点围绕港口物流、钢铁关联产业规
划布局，着力发展现代物流、智慧仓
储、钢铁延链产品精深加工、装备制
造、船舶生产、绿色建材、煤炭储备等
临港偏好型业态。 延伸发展商贸、金
融、信息等临港服务业，精心打造港口
作业板块、 现代物流板块和临港工业
板块，以及码头作业区、物流产业区、
钢铁延链区、 船舶产业区、 商贸交易
区、综合服务区和周港铁路专用线。

“三块六区一线” 联动建设将有
力促进港口产业集群逐步完善，港口
物流成为地区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

环节，形成港口与港口、港口与园区、
港口与城市的相互促进、 互动发展，
着力实现“港、产、园、城”互为依托、

相融一体的发展格局，提升城市综合
竞争力，建设豫东南皖西北最大的港
口物流城。

沈丘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吕孝

坤说：“目前，沈丘港一期工程已具备
复航条件，近期将举行复航仪式。 二
期工程将开挖一条新的航道，在一期
的基础上向东延伸，至阳新高速附近
并入沙颍河，二期工程将包含集装箱
码头等。 港口项目的建成投运，将有
力促进港口物流园区的战略发展，从
而形成‘以港建区、以区促港、三块联
动’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加快发展临
港经济、 打造钢铁新城发挥重大作
用，为周口建设国家区域中心港口城
市贡献沈丘智慧、力量和担当。 ”①6

������大王楼是沈丘县槐店回族镇的
一个村庄， 西临红闸， 南望沙颍河，
东傍沈丘县城。 明代山西王姓迁居
于此， 建有楼， 称大王楼。

走进大王楼， 你会发现以楼命
名的村庄名副其实 。 村内小楼众
多， 各种各样的楼形态万千又整齐
划一， 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村委
会大院对面的办公楼是村办企业河

南省金属颜料厂。 这个 1972 年建成
的村集体企业已经实现税收、 村民
分红 、 企业资产三个 1000 万的目
标 。 厂内生产的悬浮、 非悬浮铝粉
漆出口到越南 、 泰国 、 马来西亚 ，
广泛用于建筑、 汽车和飞机等多个
领域。

村民王和平早早就建起了自己

家的小楼。 他从荥阳引进种植突尼
斯软籽石榴， 发展到 30 多亩。 石榴
采摘的季节 ， 周口 、 沈丘 、 项城 、
淮阳的人都来这里采摘， 根本不愁
销路。 王和平认真钻研， 结合自己
的实践， 把卖相不好的软籽石榴加
工成石榴汁、 石榴酒， 把石榴皮加
工成中药销售。 如今， 村里有十多
位村民常年在王和平的果园里务工。
王和平还带动村民王合礼发展冬桃

种植， 好让人们 “错峰” 采摘。
和王和平一样， 大王楼的不少

村民勤劳肯干， 善于开拓， 靠发展
种植、 养殖业盖起了楼房。 槐山羊
养殖、 蛋鸡养殖、 小青菜种植、 秋

梨种植、 冬桃种植、 葡萄种植……
大王楼的村民们发展起来的产业 ，
业态丰富， 红红火火。

有了产业 ， 就有发展的底气 。
大王楼早早开始村庄建设排房化 ，
村内道路统一规划 10 米宽， 所有住
宅的面积相同， 前后左右边界都是
一条线， 确保道路笔直宽敞的同时，
也避免了村民之间的宅基地纠纷 。
对于村容村貌， 大王楼村进行统一
绿化、 亮化、 整治， 创建 “四美乡
村” “五美庭院”， 建设游园， 实行
网格化管理， 党员、 干部、 网格员
分包街道和农户， 确保村内道路整
洁， 秩序井然。

产业旺了， 环境好了 ， 文明建
设也要跟上。 大王楼积极开展文明
创建 ， 组织开展 “一约五会 ”， 评
选出文明家庭和好干部 、 好党员 、
好乡贤 、 好婆婆 、 好媳妇 、 好妯
娌、 好儿女、 好丈夫， 在村内张榜
公布 ， 广泛宣传 。 由于村民和睦 、
产业兴旺， 大王楼先后获得河南省
文明村镇、 河南省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先进集体 、 河南省民主法治村 、
全省 “五个好” 村党支部、 全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 周口市文明村镇等
荣誉。

村党支部书记于杰说 ， 随着沙
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 红闸湿地公
园即将建成， 大王楼也被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 河南省乡村振兴局命
名为第二批全省乡村康养旅游示范

村。 大王楼将进一步丰富经济业态，
开发民宿与餐饮、 采摘， 发展乡村
旅游， 让更多人来体验住宿大王楼
的 “楼”。 ①6

沈丘：港口建设渐展姿容
记者 高洪驰/文 梁照曾/图

大王楼的“楼”
记者 王泉林/文 梁照曾/图

大王楼是沈丘沙颍河畔的明星村

�������即将建成的沈丘港口物流园码头成为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又一重要建设项目

沈丘港口物流园区造船业紧锣密鼓地生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