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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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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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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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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之美
乘风起势织宏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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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之美 一步一景繁花簇

产业之美 村美民富两相宜

马门古渡渡船来往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