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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发展黄泛区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翟国胜

�������一、黄泛区文化是黄河文化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各族

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

灿烂文化。 黄泛区是 1938 年 6 月黄
河人为改道的结果，属于“黄河古今
流域”的范畴。 伴随着“黄泛区”80多
年发展历史而形成的“黄泛区文化”，
理所当然地是黄河文化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当代黄泛区所创造的每一项
业绩、绽放的每一个精彩，都浸润着
黄河文化，体现了百折不挠、勇往直
前的黄河精神。 因此，传承发展黄泛
区文化， 是讲好黄河故事的重要内
容， 是弘扬黄河文化的题中之义、应
有之举。

二、黄泛区文化的主要元素及资
源

黄泛区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融

合而成、 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
含有抗战文化、河患文化、农垦文化、
知青文化、干校文化、劳模文化、名人
文化等 7 种元素。凡是能反映黄泛区
发展历程、 展示黄泛区文明成果、体
现黄泛区精神的一切物质的、非物质
的资源，都可以界定为黄泛区文化资
源。

三、传承发展黄泛区文化的时代
价值

有利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从历
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传承红色
基因，继承老一辈艰苦奋斗的光荣传
统。有利于发展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
产业。有利于树立黄泛区良好的外部
形象，利于招商引资，促进黄泛区高
质量发展。

四、如何传承发展黄泛区文化
成立“黄泛区历史文化研究会”，

发挥集体智慧，深入专题调研。 对黄
泛区精神深入挖掘， 形成有深度、有
高度、有分量、有应用价值的理论成
果，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
面弘扬黄泛区精神提供理论支持。打
造黄泛区标志性景观， 保留历史记
忆，在美化环境中增加文化氛围。 加
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街区、历史建
筑和 60 年以上树龄的古树等资源的
保护，利用实物讲好黄泛区故事。 打
造黄泛区文化品牌，黄泛区农场场史
馆、黄泛区红色文化展览馆要提档升
级。积极筹建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博物
馆。积极策划，借船出海，推出反映黄
泛区文化和精神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黄泛区农场）

关于周口黄泛区相关问题研究的思考
胡现岭

������研究黄泛区相关问题也是对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讲好 ‘黄河故
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精神力量”的积极响应。
黄泛区作为“花园口事件”造成

的重灾区， 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特
殊区域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军事学 、
地理学、灾害学等方面，豫东黄泛区
相关问题的研究尚嫌薄弱。 笔者以
为， 对黄泛区相关问题的研究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对一些关键性概念应准确界

定。如黄泛区概念的界定。一些地区
黄河水仅借原有河道下泄而未造成

泛滥之地区不能认定为黄泛区 ，这
就牵涉到黄泛区范围的问题。

亟需抢救性地开展黄泛区口述

史资料的搜集、整理。 黄泛区相关史
料因战乱等原因， 文字资料并不丰
富，多集中于水文类、赈灾类文件或
新闻报道 ，或有部分军事 、交通 、经
贸类的材料，但少且分散。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所修的地方志、 文史
资料对黄灾的记录也不够详实。 口
述史资料的大量搜集是弥补这一缺

憾的最优方案。 当前经历黄泛灾难
的老人存世者稀少， 一旦这些人离
去，将留下永久的遗憾。

对各县的馆藏档案进行整理 。

沙河以北各县档案馆中有不少黄泛

区的历史资料，但较为分散，利用起
来不易 ，可组织人手整理 、编撰 、出
版，为后续研究提供基本资料。

黄泛区精神的总结与宣传 。 80
多年来，正是泛区民众的艰苦创业、
自力更生才有了今天美丽富饶的黄

泛区。 这里民众长期坚持的精神可
以称作“黄泛区精神”，足可与“大别
山精神 ” “红旗渠精神 ” “焦裕禄精
神”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
谱系中的一个、 成为周口这块厚重
大地上的靓丽名片。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挖掘黄泛区历史文化内涵
为周口申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供支撑

王爱民

������黄泛区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历史上的黄泛区是黄河
泛滥改道之地， 而周口正是黄泛区
腹地。 黄泛区文化对于周口来说，不
仅是一段苦难的经历， 更是一笔宝
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要深入挖掘黄
泛区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

值 ，讲好黄泛区故事 、周口故事 、黄
河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历史文
脉， 为高质量全面建设现代化周口
凝聚精神力量。

周口黄泛区文化元素应包括黄

泛区的红色文化、农垦文化、干校文
化、重建文化和绿色文化。

红色文化：抗日战争中，黄泛区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先后创建了豫
东、睢杞太、水东、水西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 、张震 、肖望东 、吴芝圃会师

西华，挥师东进。 张爱萍在豫东做抗
日统战工作。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
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解放战争期间曾

转战豫东。
农垦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党和

政府在西华、 扶沟成立了黄泛区农
场。一批批优秀的农垦人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开发、创造、巩固了新生的国
有机械化农场，为黄泛区的建设和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干校文化： 中直机关在黄泛区
开办“五七”干校。 中央党校黄泛区
农场“五七”干校，国家计委西华“五
七 ”干校 ，中联部沈丘 “五七 ”干校 ，
国家化工部太康 “五七 ”干校 ，国家
冶金部、 中央广播事业局淮阳 “五
七”干校。

重建文化：泛区人民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 疏通沟渠、兴
修水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深翻土
地、翻淤压沙，在贫瘠的土地上重建
家园。

绿色文化： 经过一代代黄泛区
儿女的不懈努力 ，昔日 “黄泛区 ”，
如今已建成为粮茂林丰花果飘香 ，
宜游 、宜居 、宜业的 “中原明珠 ”，实
现了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特色

产业。
黄泛区精神总结提炼为 ：无私

奉献的家国情怀 ，吃苦耐劳的坚强
意志 ，奋勇争先的责任担当 ，开拓
进取的奋斗精神 。 认真挖掘 、研究
黄泛区文化内涵 ， 讲好黄泛区故
事 ，传承黄泛区精神 ，能为申创周
口历史文化名城提供坚强支撑 。

（作者系原市委政研室干部）

简论黄泛区文化的概念
王汝印

�������一、黄泛区文化的定位
准确界定黄泛区文化的定位，是

推进和发扬光大黄泛区文化的关键

所在，同时也是研究和做大黄泛区文
化的抓手。

二、黄泛区文化的内涵
黄泛区覆盖的范围内是中华文

化形成最古老的地区之一，也是华夏
民族祖根地之一。

黄泛区文化与黄河文化 。 黄河
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
并起着重要的扛鼎作用。 黄泛区地
处黄河文明腹地， 是黄河文化传承
与创新发展不可多得的区域。 其中
的三皇文化 、五帝文化 、姓氏文化 、
农耕文化均在中华民族关键时刻起

到了引领前行的作用。

黄泛区的红色文化 。 黄泛区
的红色文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

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 如民主革
命时期 、 抗日战争时期 、 解放战
争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特别
是抗日战争时期 ， 党领导的豫皖
苏抗日根据地 、 冀鲁豫抗日根据
地 、 水东抗日根据地 、 淮太西抗
日根据地 、 三岗抗日根据地 、薛
孟抗日根据地等均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形
成了独特的黄泛区抗战文化 。

三、推进黄泛区文化发展的建议
出版相关文化艺术作品和文献

资料 。 正常工作开展起来后 ，出版
相关黄泛区文化的系列作品。 如黄
泛区文化史研究专集 、《黄泛区志 》

和各地分志 、黄泛区农耕史 、黄泛
区今昔巨变 、 黄泛区黄水歌谣 、黄
泛区戏曲 、黄泛区难民史 、黄泛区
姓氏文化 、黄泛区抗战文化 、黄泛
区饮食文化、黄泛区故事等。

开展国内外文化交流 。 黄泛区
文化发展相关机构成立后 ，可开展
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 。 其中 ，国内
开展苏 、鲁 、豫 、皖四省联动活动 ，
交流研究成果 ， 统筹相关资料 ，组
成完整的黄泛区文化链条。 国外活
动中 ，应大力向联合国等重要国际
机构介绍宣传黄泛区的今昔巨变 ，
交流发展成果 ， 讲好黄泛区故事 ，
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原周口市地方史志办公
室干部）

关于黄泛区精神提炼的几点看法
刘运动

������笔者认为黄泛区农场 “垦荒精
神”体现在，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勇
于开拓、 无私奉献、 工匠精神等方
面。

一、提炼黄泛区精神的必要性
在黄泛区农场垦荒的历史过

程中出现了大量埋头苦干和无私

奉献的人物 ， 从黄泛区农场历代
领导到基层普通职工都有大量的

先进事迹 。 这正是我们的精神财
富 ， 通过系统研究和深入挖掘这
些资源 ， 使这些精神能够深入人
心 ， 让一代代中国人把这种精神
弘扬下去 。

弘扬黄泛区精神是时代的需

要。 为了弘扬这种艰苦奋斗、勇于开
拓、无私奉献的黄泛区农垦精神，有
必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这种精神的内

涵， 做好资料的整理保存和系统的
理论研究工作。

现实价值 。 河南省现在是红色
资源大省 ，有红旗渠精神 、焦裕禄
精神 、大别山革命精神和愚公移山
精神。 但是大家对黄泛区农场的垦
荒精神了解有限 ，我们有必要对其
进行深入研究 ，让人们了解从祖国
四面八方赶来的大批热血青年 ，在
风沙弥漫的黄泛区进行的艰苦创

业的伟大历程 ，让人们记住这些热
血青年可歌可泣 、无私奉献的光辉
事迹。

二、提炼黄泛区精神需要做的基
础性工作

研究黄泛区农场垦荒历史发展

轨迹，梳理黄泛区农场垦荒历史发展
过程，尤其是最初 10 年的垦荒情况，

尽可能还原其历史原貌。
收集研究相关的著作。 比如与黄

泛区相关的小说、散文、随笔或杂记
等，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有助于
提炼黄泛区精神的内涵。

重要人物专访，从口述史的角度
收集关于垦荒过程中的人物事迹，总
结出黄泛区农场垦荒的精神内涵。

黄泛区农场垦荒的场景再现，调
研是第一批拓荒者来源、 人员构成、
家庭生活情况和垦荒的精神状态。

三、建议
要梳理好黄泛区历史发展脉络，

讲好黄泛区人物故事、 历史故事，做
好黄泛区人物专访的口述史整理工

作和关于黄泛区“五七”干校的研究。
（作者单位： 周口师范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寻根溯源 创新发展
———对黄泛区文化建设的思考

王西之

����� �黄泛区是一个特殊的地理标
志，它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是黄泛
区人不可抹去的记忆。 80 多年来，在
黄泛区的沧桑巨变中，形成了“艰苦
奋斗 、勇于开拓 、爱岗敬业 、争创一
流”的黄泛区精神。 今天，在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如

何发扬光大黄泛区精神、 助力区域
发展，对此，笔者谈点个人的思考和
建议。

一、选准定位
要立足周口区域文化繁荣 、乡

村振兴， 面向中原历史文化传承来
思考定位。 要把黄泛区文化建设作
为打造“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精神力量源泉。

二、挖掘内涵
要把 “黄泛区 ”的由来搞清楚 ，

讲好黄泛区沧桑巨变的故事， 把周
口的历史文化作为当代黄泛区精神

的底蕴。
三、抓好载体
传承黄泛区精神， 弘扬优秀文

化， 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主
导，系统规划，社会助力，整体推进。
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建议由市
社科联牵头 ， 以黄泛区农场为依
托 ， 成立黄泛区历史文化研究中
心 ，选配好专业人员 ，发挥现有 “老
农垦 ” “老干部 ” “老劳模 ”等 “银发
人才”作用。

抓好载体搭建。 利用好现有的
基础设施。 如中央党校黄泛区“五七
干”校旧址、黄泛区农场场史馆等场
所， 发挥好以文化人、 资政育人作

用。挖掘传统内涵。把黄泛区文化的
根与魂融入中原当代先进文化之

中。 搭建文化长廊，打造周口文旅的
精品名片。 拓宽西华黄桥至逍遥镇
的省级公路，打造“三十里黄泛区文
化长廊 ”，东连西华县城区 ，西至逍
遥镇街区 ，东西一体 ，点面连线 ，道
路两旁凸显具有泛区特色的文化元

素，让游客有转头、有看头、留想头。
加大文化建设投入， 增强黄泛区小
城镇文化设施功能。

寻根溯源，创新发展。 传统文化
是活化石，唯有创新方能持久。 我们
相信，在周口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 ，以 “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心
来谋划落实， 一个更加美丽幸福的
黄泛区一定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讲好黄泛区故事 赓续红色血脉
周 冰

������我是黄泛区农场场史馆的一名
讲解员，同时也是一个光荣的“农场
三代”。作为第三代农场人，我是农场
事业的继承者，我有责任也更愿意把
黄泛区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
“黄泛区 ”，让 “黄泛区精神 ”发扬光
大。

在黄河泛滥长达近九年的历史

中， 原本富饶的豫皖苏平原变成了
“饿殍遍野” 的苦难地。 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带领黄泛区人民重建
家园，使这片贫瘠沙荒的土地变成今
日的沃野良田，这是几代黄泛区人艰
苦创业而取得的辉煌成就，更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

黄泛区农场场史馆是河南省和

周口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是黄泛
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如何讲好
黄泛区故事，我认为要做好四点：一
是立足本职，收集、挖掘黄泛区历史
资源，并保护好这些宝贵资源。 除了
从书本上学习之外， 要走出去向老
前辈请教， 听他们讲故事， 做好记
录、汇总。 二是建立一支党员志愿者
队伍， 让更多的黄泛区农场人参与
进来， 既调动了农场人宣传家乡的
积极性， 又增强了农场人的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 三是多组织历史文化
宣传活动，不仅让游客走进来，我们
还要走出场史馆宣传，从多角度、多
方面激发文旅系统活力，打造“红色

驿站”，增强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爱家
乡的热情， 推进黄泛区文化旅游事
业融合发展。 四是采取多种媒体渠
道宣传 “黄泛区 ”，让黄泛区的历史
文化资源活起来 、动起来 、火起来 ，
进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
挺立潮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前辈们的艰苦创业我没能赶上，但我
赶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新时代，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 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宣传、弘
扬“黄泛区精神”，我倍感荣幸。

（作者单位：黄泛区农场）

农垦工人的优秀品质
是形成黄泛区精神的重要元素

钱国顺

������黄泛区精神目前已经成为广泛
公认的一份精神财富，必定会为周口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道德名
城、魅力周口”增砖添瓦。而黄泛区农
垦工人的优秀品质，是形成黄泛区精
神的重要元素。

知恩图报的感恩精神 。 农场建
场时农场职工虽来自五湖四海 ，但
更多的是从附近县乡招来的乡村

积极分子。 如老工人钱富安兄弟四
人 ，家里没有地 ，来到农场后 ，有了
工作 ，有了饭吃 ，后来还成家了 ，感
恩之心溢于言表 ，所以在农场不论
干什么工作 ， 他总是拼命干好工
作，以报答党和农场的恩情。 感恩，
是老一代农垦职工不辞辛苦 ，不怕
困难的精神动力。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 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 农场的生活工作条件
非常艰苦。 据老职工郝众望回忆，建
场初期，一个夏天的晚上，职工们把
柴草围成一圈，点燃后睡在火圈中，
就因为当时没有驱蚊药，蚊虫肆虐，
只好点柴草驱蚊虫。 尽管条件艰苦，
物资匮乏，但职工们心情很好，工作
上你追我赶，干农活都是劳动竞赛，
谁也不甘落后。

知难而进的学习精神 。 从乡村
来的青年积极分子， 大多都是劳苦
大众的子女，没上过学，很多都是文
盲或半文盲，但他们参加工作后，不
顾工作的繁忙、劳动的辛苦，坚持边
生产边学习文化， 为提高自己的工
作效率，提高工作技能打下基础。

掌握新技术的进取精神。 黄泛区
农场原名国营机械化黄泛区农场，在
当时国内农机很少的情况下，黄泛区
农场无疑是先进的农场。虽然农垦工
人们都没有进行过专业学习、专门培
训，但他们驾驶机车、使用机械的热
情都很高，表现出了一种积极进取的
精神。

无私奉献的老黄牛精神 。 以场
为家、 无私奉献是农场老职工的基
本底色。 建场初期来的职工大多都
是年轻人 ，他们 “献了青春献终身 ，
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是农场的脊
梁 ，这种脚踏实地 、默默无闻 、真干
实干的老黄牛精神， 成为黄泛区精
神的核心内容。

（作者单位：黄泛区农场）

让黄泛区文化放射出时代光芒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黄泛区文化的挖
掘与研究，积极推进我市“道德名城、魅力周口”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服务周口高质量发展，9
月 14 日，市社科联组织社科专家、学者召开了黄泛区文化研讨会。 现将研讨会部分发言摘要予以刊
发，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