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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梁照曾 文/图

本报讯 近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传来消息，由沈
丘县政协组织编纂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
南沈丘卷》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中国国家图书
馆是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
心，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图书馆之一。 《中国
民间故事集成·河南沈丘卷》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
藏对永久保存、传承、弘扬沈丘传统文化具有重大
意义。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
合组织开展的全国性文化工程， 当时要求全国每
个县都要出版县卷，谓之“文化长城”。 由于种种原
因，沈丘县卷未能出版。 30 多年后，沈丘县卷资料
濒临失传， 意味着沈丘县文化部门几代工作者及
文学爱好者的心血即将付之东流。

沈丘民间故事是一代代沈丘人口口相传并保

留下来的；是沈丘人创作、传承下来的珍贵的口头
文学作品；是沈丘人智慧的结晶。 为赓续沈丘历史
文脉，推进新时代文明建设，保留家乡文化记忆，
谱写沈丘当代华章，沈丘县政协在实施国家“文明
探源工程”时，决定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县卷资料
为蓝本，扩展充实近 30 年来搜集的民间文学新成
果，于 2023 年 10 月组织人员重新整理。 历时一年
多的编纂整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沈丘卷》
于 2024 年 11 月出版面世。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沈丘卷》共收录民
间故事 650 篇，内容涵盖神话、传说、故事三大类。
神话类分为天地开辟神话、自然现象神话、动植物
神话、图腾神话、人类繁衍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爱
情神话等。 其中天地开辟神话、图腾神话、人类繁
衍神话，体现了沈丘人民勇于奋斗、敢于创造、百
折不挠、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从中可
以感受到沈丘“源文化”的深厚底蕴。

传说类有人物传说、地方传说、动植物传说、
物产传说、民间工艺传说、年俗传说、婚俗传说、丧
俗传说、节令传说、风俗习惯传说、俗语传说、歇后
语传说、姓氏传说等，为人们提供一把了解沈丘古
今沧桑的钥匙。

故事类涵盖幻想故事 、兄弟俩故事 、神奇宝
物故事 、动物故事 、鬼狐精怪故事 、生活故事 、机
智人物故事等 。 这些故事结构完整 、情节曲折 ，
表达了沈丘人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丑恶行

为的抨击 ， 彰显了沈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和丰富的想象力。

此书展现了沈丘民间故事的历史风貌与新时

代人文精神，具有文献、收藏、研究、传承、交流、启
蒙价值。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赵永昌 文/图

近日，记者走进商水县平店乡红薯种植基地，只见
挖薯机在地里来回穿梭， 一颗颗丰硕饱满的红薯破土
而出，色泽鲜亮、甚是喜人。 村民们有的跟在挖薯机后
翻捡，有的忙着分拣、装袋、搬运、装车……大家迎着
“薯”光忙得不亦乐乎，尽享丰收的喜悦。

“尽管今年天气不好，但没想到俺种的红薯这么好、
产量这么高，估计这 40多亩地能产出 18万多斤呢！”杜
庄村种植大户王连成捧着刚出土的红薯兴奋地说，“我
已经磨出红薯淀粉 2000多斤，准备做成红薯粉条。我做
的红薯粉条粗细均匀且纯度高，年年脱销。 我还窖藏了
近 30000斤红薯粉条，留着春节卖。 ”

年过半百的王连成身残志坚， 他带领家人积极推
广“早播+地膜覆盖+滴灌”生产技术，种植麦茬红薯。
王连成每年从出售红薯秧苗到出售红薯、粉条、粉皮，
每亩地收入达 4000 多元。 看着王连成洋溢着喜悦的笑
脸，村民们纷纷为他竖起大拇指。

“2021 年，我任职后深感责任重大，就暗下决心不
负组织重托，于是发挥村里传统优势，大力发展红薯产
业，让村民的增收致富路越走越宽。 ”程岗村党支部书
记程文喜说。据了解，在程文喜和村“两委”干部的共同
推动下， 截至目前， 全村集中连片流转土地种植红薯
300 余亩，选种西瓜红、哈密、商薯 19 号等 6 个品种，累
计带动就业人员 100 多人，探索出了一条“小红薯撬动
大收益”的乡村发展道路。

走进程岗村田间地头和村庄内，到处是一派“薯”
光。种植 20 多亩红薯的专业户陈自力一家人正在挑选
红薯品种；种植 50 多亩红薯的村民詹帅正开着皮卡车
一趟趟地运输红薯； 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和欢笑声，
从事红薯加工的合作社负责人程小中正带领师傅们装

机、自动清洗、粉碎过滤，有条不紊地加工红薯淀粉，
为粉条加工做准备……

在平店乡文寨村南、 代庄自然村东侧一片刚收获
的红薯地里， 种植大户王战士正开着拖拉机整地，为
播种晚茬小麦做准备。 “俺今年种植两季红薯共 60 多
亩，亩产达到 4000 多斤，红薯分类出售或加工成粉条。
明年准备种植 100 多亩红皮黄芯红薯。”王战士对发展

红薯产业信心满满。
小红薯既能变成大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这让

90 后“新农人”、种粮大户王立明、王路明兄弟俩暗暗
“心动”， 他们今年成功试种近 10 亩商薯 25 号红薯。
“过去的红薯是老百姓的‘救命口粮’，如今的红薯是增
收的‘金疙瘩’。下一步，我们在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基
础上，也要扩大红薯种植面积。 ”兄弟俩对红薯产业充
满期待。

沈丘民间故事书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沈丘卷》被中国国
家图书馆收藏。

迎着“薯”光奔小康
———商水县平店乡红薯种植基地见闻

������平店乡程岗村党支部书记程文喜展示他种植
的优质红薯。

平店乡红薯种植基地里一片丰收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