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出来的好日子
走进淮阳区豆门乡 ， 干净的村道 、

连片的塑料大棚 、成群的水鸟在河岸嬉
戏……好一派美丽的乡村画卷！

豆门乡地处淮阳、项城、沈丘三市县区
结合部，沙颍河、宁洛高速、郑合高铁等纵
横贯穿全境， 区位优势明显， 水陆交通便
利。近年来，豆门乡立足“沙颍明珠、中原埠
镇”的优势，推动乡域经济转型发展和结构
升级，打造豆门城乡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发
展特色乡镇， 大力推广特色种植和有机种
植，建设富强、美丽、宜居的美丽乡镇。

“看看我种的盆景樱桃，长势多好！长

成之后，既可观赏，也可食用。再加上我种
的六七亩车厘子， 明年一定会是个丰收
年！”在武湾村广申樱桃文化生态园，谭广
申一边在盆景樱桃大棚中忙碌着，一边憧
憬着美好的未来。

据当地村民介绍，当地的气候、土壤
适合种植樱桃，在过去，武湾村就有种植
樱桃的传统。谭广申已经种植了三四十年
的樱桃，但过去由于患病致贫，生活一直
很拮据。 在乡政府好政策的帮助下，他在
河滩上种植樱桃， 并在樱桃树下套种花
生、红薯， 2019 年稳定脱贫，走上了致富

道路。 “我还在樱桃园里养起了土鸡、鸳
鸯、鸭子等，又是一笔收入，这日子一定会
越过越红火！ ” 谭广申信心满怀。

在赵营蔬菜种植基地，远近有名的孙
开辉正抢抓农时，采摘西兰花，保障周边
菜篮子供应。 “我承包了 20 个大棚，种的
有西兰花、香葱、花菜等。我们这儿离项城
市区近，根本不愁卖。 ” 孙开辉向记者介
绍道，平时根本忙不过来，他还雇了几名
工人帮忙。

据了解，豆门乡气候适宜，土地肥沃。
勤劳的豆门人充分利用优势条件，流转土

地，整合资金修建蔬菜种植大棚，不断完
善蔬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农业远近
有名。 种植的蔬菜销往淮阳区、项城市和
川汇区等。除了樱桃种植、蔬菜种植外，草
莓种植、火龙果种植、食用菌种植也搞得
有声有色。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豆门乡抓
紧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契机，在稳定
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发挥先天优势，
不断优化种植结构、产品结构，努力提高
农产品产量、质量和效益，实现农民收入
稳步增长。 ①6

历久弥新的豫东“红旗渠”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1.5 万淮阳人
民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修建了一条地上

河———淮新干渠。
《淮阳县志》有这样的记录：干渠长

17.9 公里，支渠 18 条，长 49.9 公里。 干
渠的渠首在新站镇的王谭村， 渠宽 10
米，高 10 米，安装有 5 个发电机组，20
台大型抽水泵在河沿依次排开，将沙颍
河水提灌到渠内， 水源途经多个乡镇，

灌溉了几十万亩良田，解决了用水难的
问题，取得了粮食丰收。据当地人回忆，
河水至新站镇苇园集村，跨路时水从钢
筋混凝土浇筑的“天桥”上流过，人从水
下走； 至许湾街道办事处的姚路口村，
跨路时水从“涵洞”中通过；至王店街道
办事处瓦关集村，水可以从支渠口进入
支渠，支渠经王店、刘振屯、冯塘、朱集
等乡镇，在鲁台镇汇入马家沟；干渠走
王店街道办事处西至南关泄水闸，进入

淮阳城湖。
“一块天 、对块地 、高不旱 、洼不

淹 ，参观类 、白走类 、俺类干劲还有
类…… ” 这是当年群众自发修渠时
所喊的口号 。 在没有挖掘机 、推土机
等大型器械的条件下 ， 人们采取最
原始的作业方式 ：担挑肩抬 。 不讨价
还价 、不偷奸耍滑 、不偷工减料 ，淳
朴的劳动人民洒下了汗水 ， 灌溉了
“希望 ”。

现在，走到源头旧址，还能看到几
十间红砖房， 还能找到蓄水池和闸门
凹槽。 这项凝聚数万人汗水的工程一
直默默地站在这里， 诉说着周口人民
的勤劳和智慧。据了解，淮新干渠源头
旧址， 已被列为淮阳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当地政府正准备依托源头机房
老建筑旧址，开发综合文旅项目，以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了解这座豫东

“红旗渠”。

藏在沙颍河北岸的“文学小镇”
湛蓝的天空倒映在河面，悠悠沙颍

河，碧水浩渺，平静开阔。 临河北岸，有
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镇———新站镇。如
沈从文笔下的凤凰古城、莫言笔下的高
密乡、贾平凹笔下的商州一般，新站镇
在文人笔下、文学世界中也占有一席之
地。

有水则灵，有文则名。 著名作家孙
方友和他的胞弟墨白在这里生活，与故
乡水乳交融地连在一起。孙方友笔下的
“陈州”和墨白笔下的“颍河镇”是在同
一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 这对兄弟作
家，经过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用手中的

笔各自圈定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文学家

园———“陈州”和“颍河镇”。 不仅如此，
李鑫、马泰泉、柳岸、李乃庆、红鸟、孙青
瑜等一批国家级作协会员， 以笔为镐，
在新站历史人文的厚壤中深耕，展现新
站独具特色的乡间风土人情。

孙方友的 “陈州笔记 ”系列有 320
篇，“小镇人物”系列有 360 篇，前前后
后近 700 个人物，个个鲜活生动、有骨
有肉， 这本浓缩了 20 世纪的中国民间
史，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立传著
书。作家平方田曾这样评价：“孙方友在
艺术疆域里跑马圈地，从精神上占有了

这片方圆百里的土地。 他的四卷本的
《陈州笔记》和四卷本的《小镇人物》，以
及他的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写尽了这
片土地上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 ”

陈方友本人和他的作品被深深地

打上了小镇的烙印，新站也正因为他的
“小镇人物”举世闻名。 孙方友在《我的
自说自话》一文中这样描述新站镇：“我
出生的小镇叫新站集， 名字很新潮，实
际已有千年历史。 镇子南靠颍河，北临
汴京至皖地的国道，为水陆码头。 当时
颍河通航，从漯河至阜阳、蚌埠，从皖地
往周口、漯河的船队络绎不绝。 由于航

运便宜， 小镇就成了中转站和集散地。
县城里的木材公司、土产公司、盐业公
司、 煤炭公司在我们那里都设有分公
司。 镇上解放前有脚夫班，1950 年成立
了搬运大队。 队上有百十号装卸工，整
天忙得不亦乐乎。 镇上有三个大码头，
上码头卸盐卸粮卸木料，中码头渡车渡
人卸百货，下码头卸竹器、铁器、石器和
煤炭。 商队多的时候，三个码头皆是桅
杆林立……”他笔下的菜农、鞋匠、理发
师、手工艺人等，时隔多年，依然在这条
古老的大街上演绎着精彩的生活，绘就
着多姿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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汩汩水声不止 河岸芳泽不绝
记者 何晴 邱一帆 李凤霞 侯俊豫/文 刘俊涛/图

������一条大河，名曰沙颍；碧水东流，
浩浩汤汤。 沙颍河见证了城乡沧海桑
田，承载了宝贵的文化记忆。对沿岸而
言，是流动的文化，更是发展的希望。

近两年，淮阳区委、区政府围绕市
委、 市政府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
工作部署，精心谋划，科学研判，以沿
河文化、生态、产业为抓手，一条集休
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生态经济带雄
姿初现。

源远流长“玉腰带”

和煦的阳光照在蜿蜒流淌的沙颍

河上，波光粼粼的河面平静而又开阔，
鸭子在水中嬉戏， 摆渡的船夫在缓缓
穿行。 这里便是沙颍河畔边的文学小
镇———新站镇， 也是著名作家孙方友
和墨白笔下的“陈州”“颍河镇”原型。
在新站镇，游客会置身文学世界中，看
到令人拍案惊奇的孙方友作品故事园

区， 欣赏着舞台上正活跃着的他创造
的艺术人物……

乘着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的东

风， 这座全国重点镇提前做足规划，在
高举“文学小镇”大旗的同时，努力打造
“沙颍河观光带” 旅游区， 实施文化立
镇、旅游兴镇战略，走文旅联姻之路。在
实施环节， 与乡村振兴政策等精准对
接，聚合文学要素，突出特色，避免同质
化。 同时，该镇将乡村记忆、民俗文化、

民间传说、自然风光等乡土元素巧妙地
融入文旅活动，相继举办孙方友文学创
作纪念活动、 乡村巨变文学作品征集、
颍水读书会，以及敬老文艺演出、舞龙
庆新春、广场舞大赛等文旅节庆活动。

依托沙颍河及文化资源， 新站镇
还全力打造了颍水晓畔农场。 项目占
地面积 220 亩， 位于新站镇王楼行政
村，分为驿站和休闲农场两部分，休闲
农场又涵盖了房车露营地和特色采摘

园。 通过农旅融合、文娱互动、民宿体
验、特色美食、沉浸式研学活动等，打
响沙颍河（淮阳段）特色旅游招牌，为
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展露营旅游，颍水晓畔农场具有
独特优势。 新站镇紧邻沙颍河，有高铁
淮阳南站， 随着周口民用机场的建成，
将形成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格局。
“依靠多年的发展， 新站镇的基础设施
建设越来越完备，为露营经济发展提供
了完备的要素支撑，也为研学、观光提
供了新的基地。 ”相关负责人介绍。

“颍水晓畔农场紧邻沙颍河，营地
面积较大，游客也不密集，周边露营设
备、 娱乐设施都比较全， 很适合拍照
片、发视频，也很适合带孩子来玩。”游
客王锋表示，露营体验良好。

目前， 新站镇正依托沙颍河生态
经济带的优势，以“文化+旅游”为突
破口，打造“文学小镇”，加强旅游设施
建设，以旅助农、以旅兴农，开创了田

园观光、乡村度假、休闲农业、研学旅
游的多样化乡村旅游产品， 为乡村振
兴赋予了新动能。

一泓碧水“绿腰带”

纵观沙颍河（淮阳段），河道蜿蜒
曲折，钟灵毓秀。

逢着假期， 三五好友相约绕沙颍
河生态经济带（淮阳段）骑行。 在堤顶
路两侧 1.5 米路肩区域内， 春季可见
树冠圆整、枝条柔软的馒头柳；夏季可
赏叶大荫浓、树姿优美的法桐；秋季可
遇颜色鲜艳、风雅别致的红枫；冬季可
看干形通直、树形美观的白蜡。堤顶路
边坡撒播的约 627 亩狗牙根草、 格桑
花，与行道树交相呼应，让骑行之路愈
发有趣。 河滩地播种的 1401 亩油菜，
让 “油菜花开满地黄， 丛间蝶舞蜜蜂
忙” 的动人景象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淮阳段）成为现实。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淮阳段）全长
约 31 公里，途经新站镇、朱集乡、豆门
乡 3 个乡镇。 沿河而建的三个驿站为
往来游客提供了“家的温暖”。 新站驿
站项目占地 166 亩， 规划建设研学采
摘、休闲垂钓、景观庭院、少儿观景、亲
子营地、露天影院、停车场等。 朱集驿
站占地 10 亩， 规划建设休闲垂钓、景
观庭院、少儿观景、加油站、停车场等，
目前已做好地基。 豆门驿站，占地 15

亩，规划建设休闲垂钓、景观庭院、亲
子营地、停车场等，已重新选址，正在
进行拆迁评估。

美景有了！驿站建了！环境也要跟
得上！

如今， 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
的带动下， 淮阳区持续开展沙颍河沿
线垃圾清理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打
造“村庄美、田园美、庭院美”的宜居环
境，全力绿化美化居住环境。沙颍河生
态经济带（淮阳段）的沿岸环境质量显
著提升。在沿岸的朱集乡杜埠口村，村
内主干道及村间小路均铺设有水泥

路，路面干净，墙体粉刷统一，每走几
步就能见到垃圾桶。 据了解， 截至目
前， 淮阳区累计出动机械 2980 次、人
员 1.2 万余人次， 清理私搭乱建 368
处，整治沿线坑塘、闲置废弃院落 376
处，清淤疏通河道沟渠 5 条，清理垃圾
100 余吨， 墙体罩白 8.8 万平方米，栽
植绿化树木 1.9 万余株。

一排排行道树营造出色彩缤纷、四
季皆景的美丽景观；一座座驿站、游园
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建设，为群众创造了
良好的出行和休闲环境； 一个个村庄
“脱旧衣穿新装”，变身美丽乡村，沙颍
河生态经济带生态、观光价值凸显。

沿河一岸“金腰带”

近年来 ， 豆门乡围绕农耕文化

做文章 ， 以丰富的水资源谋划产业
布局 ， 充分利用田园景观和乡土文
化 ， 把观光农业与休闲旅游结合起
来 ，在市民中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更
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热衷选项 ，带
火了乡村旅游 ， 该镇也成为新的网
红打卡地。

据了解， 豆门乡重点推进了城市
近郊棚室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草莓、食
用菌、火龙果、樱桃及花卉类休闲农业
生产，下好产业发展这盘“大棋”。在体
现自然生态美的基础上， 开发具有特
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 以供游客
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
闲、度假等多项活动，形成具有特色的
“观光农业旅游地”。

在豆门乡秦大伟草莓采摘园，前
来采摘草莓的市民络绎不绝。棚室里，
红彤彤的草莓鲜嫩诱人， 市民呼朋引
伴而来，一边采摘，一边品尝，一边拍
照。 新鲜采摘的草莓，用清水冲洗后，
拿出其中最红的一颗，一口咬下去，汁
水四溢，唇齿间满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孩子一般都是在城里，很少能够接触
到田园风光。 周末了，趁着好天气，带
上孩子出来采摘草莓，既亲近大自然，
又让孩子感受一下在课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 ”市民赵晶说。
“我种了将近 20 年的草莓， 今年

包了 20 多亩地，草莓长势喜人。 农历
7 月份种植，9 月份果熟， 采摘期可达

6 个月， 今年草莓刚上市就能卖到 30
多元一斤，销路不愁。 农历 11 月至来
年 3 月为盛果期，还可以套种番茄、豆
角、黄瓜等蔬菜，又是一笔收入。”武湾
村村民秦大伟告诉记者。

在豆门乡武湾村食用菌种植户晁

磊的种植基地，食用菌棚排列整齐，空
气中弥漫着菇香菌味。进入菌棚，菌种
整整齐齐码在架上， 白色的菌丝已快
长满整个菌袋。 晁磊说：“我 7 年前在
三门峡学习食用菌种植技术， 如今承
包了 11 个大棚， 年收入能达到 20 多
万元，还雇了几个人，带动他们一起就
业。 ”

据了解，豆门乡文旅文创产业提
升工程， 依托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大
力发展特色产业种植 ， 探索观光农
业+旅游的发展模式， 促进传统农业
向绿色现代农业、质量效益型农业转
变，助力村民增收致富。如今，豆门乡
形成了果蔬批发、农业合作与规模养
殖 、苗木花卉瓜果种植 、农业观光旅
游等十多个特色产业同步发展的新

格局 ，从业人员达万人 ，产值超两亿
元 ， 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沙颍河沿岸
“金腰带”。

踏上发展新征程， 沙颍河生态经
济带（淮阳段）必将焕然一新，犹如一
条绽放光芒的“明珠”，激荡着生态环
境质量提升的绿色伟力， 成为引领淮
阳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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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新干渠源头旧址

豆门草莓园

������沙颍河畔边的文学小镇——————新站镇，， 也是著名作家孙
方友和墨白笔下的““陈州””““颍河镇””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