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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
符号与人文标签，作为中华文明重要
发源地之一的淮阳，更是具有鲜明的
文化特色。 淮阳地处中原腹地，豫东
平原，“一陵一湖一古城”的人文地理
优势让这里城中有湖、 湖中有城，人
们世世代代枕水而居。 水韵悠悠的天
然禀赋， 涵养了这里的人们开放包
容、亲切质朴、重情重义、坚韧宽厚的
品格。

也许是被淮阳深厚的文化底蕴

所吸引，2016 年我毅然定居这里，并
且选择了临水而居。 我渴望通过这个
窗口，去深层次的领略这片“有蒲与
荷”“月出皎兮”之地的丰富含义。 从
这些最古老的诗句和当地的文化现

象中不难看出， 水是这里的生命源
泉、文化根脉。

记得幼时，家住太康和淮阳交界
处的我经常被父亲骑着自行车带去

淮阳。 逛一逛“二月会”，买上几个泥
泥狗，再看一场马戏团的表演，是少
儿时最难忘的回忆。 有一次父亲心血
来潮，骑着自行车一口气把我带到龙
湖边。 看着碧波荡漾的湖水，作为一
位曾经远赴北京学习的老 “文艺青
年”，父亲给我讲了“伏羲”和“女娲”
的故事，还给我指了曾有白龟出水的
古老的画卦台。 遥望一望无际的湖
水，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水面的我被
震撼了，从此就魂牵梦绕、心心念念。
没想到，未来的我，就与这座城市有
了解不开的缘分。

大概是 2013 年后， 我从一位文
学爱好者开始了自媒体作家的生涯。
准确地说，开始有意识地把淮阳作为
我笔下的“圣地”。 除了我儿时难忘的
太昊陵、龙湖，还有弦歌台和陈胡公
墓，每天用文字和图片、视频穿行在
街衢巷陌，六艺阁码头、荷花苑、九曲
桥……优美的人文历史背后，蕴藏着
久远的故事； 一片片斑驳的光影里，
诉说着古老的传奇， 让人挖掘不尽、、
用之不竭。。 羲皇大道、、朝祖大道、、弦歌
路、、淮周路、、六艺阁路…………这些带有
特殊印记、、不断拓展美化的现代化道
路，，也见证着淮阳发展的脚步。。

近年来，，带着厚度和温度的城市
文化，，让我对淮阳越发迷恋的同时更
乐意探索它的底蕴。。 原来，，自““陈风十
首””伊始，，这片土地的文化一直未断
层，，三国时有曹植兴叹《《伏羲赞》》的追
溯““伏羲””的““木德风姓””；；南北朝时有
文学家、、 书法理论家庾肩吾沉醉于

“雁与云俱远，沙将蓬共惊”的水天一
色；盛唐时期有李密、李白、岑参、白
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人咏叹千古
的名句佳作；北宋时期有晏殊、程颢、
张咏、苏轼、苏辙、张耒、陆游在这里
感慨一时的锦绣诗篇。 在我沉醉于泥
泥狗的古朴、芦苇画的精致、剪纸的
美学、布老虎的传说时，无意间发现
淮阳也有最古老的巫舞“担经挑”；多
少次反复阅读《东京梦华录》却于不
久前才知东京（今开封）的东南角的
“陈州门”可是紧临蔡水河，一直可以
通过航运“下陈州”（今淮阳）；更不用
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七芯黄花菜”
和龙湖鲫鱼、烧蒲菜、龙湖莲藕，单是
一碗热腾腾的“小焦鱼汤”就让你垂
涎欲滴！

当然，作为“水陆草木之花”翘
楚———荷花，淮阳也许是最厚爱荷花
的城市之一。 荷花之于淮阳，不仅是
一张名片，更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日常
生活里。 如今，走进淮阳，你就会发
现，荷花的元素无处不在，各种与其
有关的标记随处可见。不仅万亩龙湖
“四面荷风三面水 、 红裳翠盖满湖
心”， 更加上街头巷尾的广泛种植 、
四处摆放，每到七月，整座城市都浸
润在荷香浓浓里了。 在这个季节，亲
友相遇， 常常聊起的是：“坐船去看
荷花了吗？ ”对外地朋友最盛情的邀
约 ，也是 ：“请您来淮阳 ，游龙湖 ，看
荷花！ ”

对于荷花，我自幼喜欢。 它外形
端庄 、优雅 、饱满 ，淡淡香味清新怡
人，几乎契合了人们对中国花卉的所
有美好想象。 但我同时又觉得，荷花
离开水，就会迅速干枯凋零，似乎少
了一点点韧性，有点儿过于孤芳自赏
了。 加上历史上咏荷的文字多如牛
毛，美哉美哉，仿佛欠缺了一点烟火
气。 但久居淮阳，慢慢地对荷花接触
更多、认识更深，我发现荷花看似娇
弱可爱，其实一颗小小的莲子能历经
千古的岁月磨难，依旧蕴藏了无限的
生机。 这点，是和淮阳的城市气质不
谋而合的。

“出淤泥而不染 ， 濯清涟而不
妖”。 荷花，香远益清、清新典雅，纯洁
秀丽， 有一种不忍用手触摸的美，恰
似如今的淮阳城市形象，散发着“灵
秀纯真””的唯美意境。。 荷花全身是宝，，
莲叶 、、莲子 、、莲蓬 、、莲藕都是可以吃
的。。 在淮阳，，荷其实没有那么不食人
间烟火，，因为它是那样地为人们司空

见惯。。 ““荷产业””拓展到非遗传承、、食
品加工、文化创意等诸多领域。 了解
愈多，爱之弥深。 特别是近年来我的
工作室在六艺阁四楼，我特别爱在楼
上制作荷花香包、看荷花，看湖光水
色。 烟波浩瀚的龙湖，游船穿梭，万亩
荷塘美景尽收眼底。 六艺阁码头北侧
的那一大片荷花，一朵朵盛开的粉荷
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虽然路侧就是繁
华的车水马龙， 但是透过扰攘与喧
嚣，我分明听到了荷花的私语，微风
拂过，它们在舒展筋骨，在交流谈心。
静默中，我仿佛能听懂了它们跨越千
年的咏叹与告白。

淮阳的美既有大自然的眷顾，也
与淮阳的发展理念有着密切关系。 曾
几何时， 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古
陈州的建筑几乎都不存在了，天下第
一陵———太昊陵，是时光唯一留给后
人仍可触摸的古建。 不过随着岁月变
迁，太昊陵周边配套的文旅产业几乎
等于零，各种杂乱的违建、无序的停
车、拆墙打洞的小门脸儿……侵蚀着
这座城市的风韵。 有多少历史悠久的
胡同、街巷如老城区一样，历史底蕴
被杂乱无章遮蔽着。 更不用说大量的
棚户区，在很长时间里如同被遗忘的
角落，严重制约着淮阳的发展。

淮阳提质升级，绝非易事。 道虽
迩，不行不至。淮阳迎难而上。特别是
近年来，淮阳整治、畅通了城市街道、
多条河道，改造美化湖畔堤防，提质、
建设了羲皇广场、苏花园景区、苏子
读书园、廉园、梅园等城市公园，整修
生态廊道等公共海绵空间，让整座城
市变得更加整洁、更加美丽，让老百
姓享受着梦幻般的宜居环境。

同时， 在城市建设规划布局中，
淮阳区委、 区政府也将乡村振兴、人
居环境整治纳入城市建设这个“大盘
子”里，坚持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整体推进。 前段时间，在区政协乡村
振兴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调研中，作
为参与活动的区政协委员，我惊喜地
发现淮阳区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大拆
大建，而是保证在耕地不减、农田不
废、古镇保护、村庄原貌的基础上，把
城市发展延伸到乡村里，把乡村振兴
融入城市中，初步实现了“净起来、绿
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的目标，一幅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秀美乡村画卷正在
展开！

如今，淮阳的历史文化遗存逐渐

擦亮，深入城市肌理的历史文脉焕发
底蕴。 保护传承与时代创新相得益
彰， 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这座拥有 6000 多年文明史， 独一无
二的中原水城， 正在焕发新的青春。
行走淮阳，万亩龙湖“显陵透湖”清波
荡漾；城市建设绿意盎然、四季如画；
乡村振兴发展如火如荼，田园风光与
乡愁并存。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

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淮
阳，除了秀丽的自然景色和丰富的人
文景观外，还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的平粮台、时庄遗址相映生辉，被专
家评价为“人之祖、史之初、国之根、
学之源”。 特别是淮阳加大力度推动
国家级 5A 景区、历史文化名城、全国
文明城市等方面的创建，使淮阳也成
为周边游客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古老的淮阳，如今重新焕发出蓬
勃生机，处处都是“诗情画意柳依家，
韵味水乡美如画”。 各种古风汉服俊
男美女在龙湖周边拍照打卡，小景观
随处可见；游客、市民徜徉在街头园
区，感受主题公园的历史斑驳，留住
了文化的印记；荷花宴、龙湖鱼溢出
的香气撩拨着人们的食欲 ； 河南联
塑、瑞能服帽等工业区的机器轰鸣编
织着兴旺发展的魅力淮阳。 在这里，
乘一乘画舫，游一游龙湖；走一走街
道，品一品美食；祭一祭祖，读一读太
昊陵千年的历史，再体验一下当地老
百姓的舒适生活，你定能体会到不一
样的人生。 淮阳，离繁华不远，离田园
很近。 在这里，人们的心灵可以找到
诗意，找到宁静……

从国家级贫困县到日新月异的

淮阳速度， 这座城市的蝶变崛起，离
不开敢想善谋、勇为争先的城市建设
者。 是一代代的淮阳“设计师”们，以
汗水为墨，以身躯为笔，终日忙碌于
每一寸淮阳土地上。 他们挥洒汗水、
呕心沥血， 为这座城市的美好和繁
荣， 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篇
章。 致敬他们，淮阳建设者！

而我，一名新媒体作家 ，也从儿
时对一座城市的向往，到今天的生活
其中、努力其中；从昔日仰望淮阳的
千万过客中的一个，，到成为一名淮阳
人，，甚至成长为一名政协委员——————投

入全部的精力和真情去建设、、去讴歌
这座我深爱的城市。。 因为我深知，，淮
阳，，已经成为我的““精神原乡””，，生命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淮阳，我的“精神原乡”
■■倪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