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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颍扬波两岸新
□记者 刘彦章 徐启峰/文 梁照曾 段九君/图

项城市水寨镇驸马闸， 沙颍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
弯。1947 年，刘邓大军于此渡河，继而挺进大别山，开辟
解放战争新局面。 这里是项城市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14
个景观节点之一———胜利广场红色教育基地， 总占地
面积 10000 多平方米， 建设有刘邓大军渡沙颍河主题
雕塑、五星广场、廉政文化长廊等，每日游客如织，成为
项城市最新的网红打卡地。

这里曾是一片垃圾场，蚊蝇孳生、气味冲鼻。今年 9
月 5 日，多种大型施工机械进场，胜利广场建设正式启
动，于国庆节建成开放，前后不过 25天，建设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算事业，须由人做。 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是周
口人民的千秋大业，目光要放远，但亦要有只争朝夕的
紧迫感，才能把这项工程有效推进，而不是长时间停留
在蓝图上。 项城市的做法，值得赞赏。

商水县是最早启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的单

位，成效也最明显。他们最早完成了堤顶公路建设及两
侧绿化、美化、亮化，对沿线村庄集中进行了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对部分街道房屋外立面进行了仿古改造，重
点打造的马门古渡、赵集百年醋坊、张湾故乡杨树林、
刘秀饮马台、葫芦岛等 5 个近郊游节点，目前已基本完
工，部分节点已经开始正常运营。朝至马门渡口看油菜
花，下午到赵集醋坊购物，晚上留宿杨树林河景帐篷房
或葫芦湾温泉公寓，沿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商水县设计
出一条成熟的乡村旅游动线。

西华县、川汇区、示范区、淮阳区、港区、沈丘县等
县区，建设任务有重有轻，但都快马加鞭、积极推进，并
都已初见成效，不同程度上丰富着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深入挖掘本地生态、 文化、 产业底
蕴，高标准规划，统筹推进，与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相结
合，全力打造生产生态生活融合、宜居宜业宜游一体的
城乡新空间。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把母亲河建设得更加美
丽、更加兴旺，是代代周口儿女共同的责任。 沙颍河生
态经济带建设大幕已启，我们这一代，必须有更大的担
当和作为，保持热情、不懈努力、持续推进，母亲河一定
会记住我们付出的努力！

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去沙颍河边走一走、看一看，
母亲河的变化，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①6

打好生态牌 带来百业旺
凡有渡口处，必是人烟繁庶地。 商水县汤庄乡

赵集村，历史上与周家渡口遥相呼应，并留下了古
渡口、花戏楼等遗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集
村集市一直繁荣，延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

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 乡村产业根基的缺失，
汹涌澎湃的打工大潮， 带走了赵集村的青壮劳力，
村庄逐渐衰落，集市不复喧嚣，许多店铺关门，留守
老人在村头咀嚼着昔日辉煌，盼望着儿女们春节回
家，那时候村子里才会热闹一点。

让村庄恢复活力，是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之
要义。像赵集这样的村庄，该如何把她复活？负责商
水段 24 公里生态经济带建设任务的商水县阳城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开展了一场卓有成效的实
践。

他们把复活赵集分为三步走：第一步是打造外
部环境，引流游客。 修缮赵集古渡口，新建观景长
廊，清除河边影响视线的大量杂树杂草，把秀美河
景展现出来，让游客驻足，继而进村。

第二步是复活生活商业，制造亮点。 阳城文旅
对传统手工作坊重点扶持，目前已恢复醋坊、油坊、
编坊、手工泥人坊各一座，对商户作坊、吧台、展架
等重新进行设计，实行前店后坊，再现传统酿造场
景和古作坊原貌，展现出传统商业活动的历史沉淀
和历久弥新的神奇魅力。

第三步是培育头部商业，扩大影响。 以李家醋
坊为引爆点，着力培育，对传统作坊进行艺术化、故
事化升华，让游客通过参观制醋流程，听取百年制
醋历史，对传统手工艺产生情怀、引起共鸣，从而带
动销售，把产业做大，形成赵集村的头部商业。

阳城文旅的尝试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的赵集
村， 两条村路旁的商铺全部进行了外立面仿古改
造，各式作坊、商店开始慢慢回流，生机逐渐焕发，
人气日益旺盛。阳城文旅负责人说：“我们希望通过
改造村庄、培育产业，把流失的人口吸引回来，实现
‘赵集人经营赵集村’的目标。传统商业只有扎根乡
土，才能跳出周期，永久存活，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
个长久繁荣的赵集，而不是一时喧嚣。 ”

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老产业壮大、新产业发
展的事例不胜枚举。 高群生胡辣汤老板高群生说：
“到我这里喝汤的外地人越来越多， 周口城区、漯
河、许昌的驴友、骑友、钓友，他们不仅自己来喝汤，
往往还要带走几壶。 ”逍遥镇成规模的胡辣汤作坊
有 7 家，小作坊难以计数，胡辣汤热销外地，带动了
热水壶的销路，几个濒临倒闭的热水壶厂竟然因此
起死回生。

在逍遥古渡做游船生意的杨新超买了 4 条快
艇，去年“五一”坐艇游览沙颍风光的游客从码头排
到岸上，生意火爆。他期待着疫情平复，好好大干一
场。

邓城猪蹄“非遗”传承人叶中合师傅念念不忘
一年一度的万亩油菜花节，“饭店天天爆满，每餐都
要翻几次台。”很多外乡人因此走进他的店，成为回
头客，不时有骑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游人来这里大快
朵颐。

以生态建设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反哺生
态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正在焕发无限生机，展
现无穷魅力。

吾辈多努力 敢教两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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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沙颍河畔的农民在采摘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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