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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丕变景物新 乐在秀水逍遥行

址坊镇南流村的“王富洲精神纪念园”

②

逍遥渡口

沙颍河逍遥段

渔民划着渔船载着鱼鹰捕鱼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西华段乐在逍遥景观公园一隅

������（上接第一版）
西华县是一个被胡辣汤的芬芳笼罩着的

小城。 一碗胡辣汤是对游客最体贴、最温暖的
问候，也是游子最思念的家乡的乡愁味道。 沙
河、颍河相遇的旅途中，在可望未及的相守中
造就了千年古镇逍遥。逍遥镇“乐在逍遥”景区
的胡辣汤博物馆，展示着独特的逍遥胡辣汤文
化，可谓名品荟萃、各展芳华。有绝味美食亦有
文化底蕴，这里的贺龙指挥部旧址建设如火如
荼，清代古建筑雷义和、龙义和中药铺浓缩着
古镇风情……

在叶埠口乡叶氏渡口，渡轮在两岸往来穿
梭，微风吹拂下，河面波光粼粼，附近令人心旷
神怡的景色让人应接不暇。叶埠口乡是有名的
油条之乡， 村民以炸油条手艺走上了致富之
路。 葫芦湾村的菊花展也小有名气，勾勒出色
彩斑斓的民生画卷。

从址坊顺流而下，逍遥、叶埠口、李大庄……
两岸自然风景串点连线成廊，各节点景观初具雏
形。 一幅幅人水和谐的美丽图景不断展现，描绘
着乡村振兴的时代新画卷。

以沙颍河景观打造为基底，西华县以沿岸
产业结构调整、乡村全面发展为目标，将打造
沙颍河农文旅融合示范带， 推动产业升级，实
现共同富裕。 西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韩秀
娟介绍，近年来，西华县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十大战略”决策部署，紧
紧抓住周口市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三年行

动战略机遇，牢固树立“文旅+产业”发展思路，
充分依托沙河、颍河、贾鲁河三条穿境而过的
水系资源生态优势， 传承弘扬以女娲城 3A 级
景区、杜岗会师纪念馆为代表的女娲文化和红
色文化， 积极谋划文旅文创和生态经济项目，
重点打造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全域文旅项目、黄
桥万亩桃园乡村振兴文旅产业，融入全市文旅
文创发展战略， 推进全县文旅产业提档升级，
促进文化旅游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努力把西
华县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文化优势打造成

豫东独具特色的文旅发展新高地。
伴随着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沙颍河生态

经济带建设，，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愿景已
照进现实，西华县人民憧憬着文旅文创融合发
展更加美好的未来。

周口西大门矗立“地球之巅”

周口无山，但是在沙颍河生态景观带的最

西端，却有个“地球之巅”，为何？
西华县址坊镇南流村，东流的沙河水在此

处神奇地扭了一下身躯，向南奔涌而去，村名
故此得之。

南流村是中国著名登山家王富洲故里 。
1935 年，王富洲出生于此，在村里读完小学又
到镇里读初中， 后到淮阳上高中，1954 年考入
北京地质学院。 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王富
洲被调入国家登山队。 1960 年 5 月，王富洲和
队友贡布(藏族)、屈银华，开始向珠穆朗玛峰北
坡发起冲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
顶珠穆朗玛峰的伟大壮举，在中国登山史乃至
世界登山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为纪念王富洲的英雄壮举，我市在沙颍河
生态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着重在王富洲故里打
造“地球之巅”景观公园。 根据规划，公园有两
个主题分区，一是户外极限体验区，包括拓展
营地、越野赛场、房车营地、青年户外极限运动
场地。 目前，此区域正在平整土地，有序推进。
二是王富洲纪念园， 展示大地景观与主题雕
塑，此部分已初步建成。王富洲塑像栩栩如生，
旁边的墙壁上，绘有珠穆朗玛峰，一面国旗迎
风飘扬，壮观的场景引人入胜。

除了“世界之巅”和“王富洲精神纪念园”，
南流村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县级历史建筑景

点———窑洞房遗址。 1975 年 8月，南流村遭受
特大洪灾，全村绝大多数房屋倒塌。1976年春，
村党支部带领工匠王有智、刘自干、王智平等
人，到外地参观窑洞房建设。参观回来后，大家
一致认为，窑洞房具有省木、防水、防火、冬暖
夏凉等优点，南流村重建家园，建筑应以窑洞
房为主。 从 1976 年至 1982 年，南流村共建窑
洞房 66 栋 990 间。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大部分农户将窑洞房进行了重建和改建，有些
已被县政府认定为县级历史建筑。

如今的南流村在历届村党支部的带领下，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5 年，这里被河南
省命名为“生态文明村”。

红柿盈枝待君来

大自然对她格外垂青，沙河、颍河交汇处，
围绕出一个美丽的村庄———张柿园。

水面壮阔，，风光秀美，，张柿园的自然禀赋
极其出众；；一桥之隔，，咫尺主城，，张柿园的区位
优势相当明显。。但是，，守着这些优势，，张柿园的
发展却波澜不惊，， 曾经引以为傲的家具厂，，也

大不如昔。 多少年了，她深待春闺，空负丽质。
建设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张柿园迎来黄金

机遇———建沙颍交融景观公园， 发展生态旅
游，促进乡村振兴。

沙颍交融景观公园是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西华段首站，县、乡、村对这个项目倾注热情、
持续发力，期盼早日建成、早日投用。在快马加
鞭的施工节奏中，截至目前，露营、烧烤、亲子
乐园基地、观景休闲平台、游客服务中心、生态
停车场、运动休闲步道、堤顶绿道俱已完工，只
有少许扫尾工作还在细细打磨。

工程尚在建设，游客已纷至沓来，堤顶路
上，骑行客如过江之鲫，张柿园的芳容被更多
人所知。“2023年 1月 1日，张柿园沙颍交融景
观公园就能正式营运，希望大家都来这里看一
看、转一转。 ”李大庄乡党委书记李华君发出诚
挚邀请。

预计张柿园村沙颍河生态带项目全部建

成后，年可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区域文旅休闲
度假收入加上农产品加工销售，年综合收入可
达 1.5 亿元，增加群众就业机会上千个，村民
人均收入年增幅过千元。

柿柿（事事）如意，沙颍河畔，这个满是柿
树的村庄，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一排
排红灯笼般的柿子，期待着你的到来！

“我们刘庄村的机会来了”

李大庄乡刘庄村党支部书记袁丽娟最近

很忙，村里 11 个果蔬大棚正在建，10 亩的“月
季示范园”也要启动。她两脚生风，两个园子里
来回奔走。

袁丽娟是村里致富能手，家里开办有幼儿
园、养牛场，经济上早就实现了小康。怎样带动
大家一起致富，袁丽娟一直在思考。 “培育上规
模的特色产业，才是出路。 ”她这样认为。

东边的张柿园村修建了沙颍交融景观公

园，每天骑行客络绎不绝，偏僻的河堤人气渐
旺。袁丽娟看到了机会，组织召开村委会议，提
议通过土地流转， 建立果蔬大棚和特色农家
乐，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就餐，发展生态旅游。
大棚、饭店赢利后，全体村民分红。沙颍河生态
经济带前景如此之好， 张柿园建设得如此之
美，让刘庄人心动不已，这个提议得到一致拥
护。 刘庄村很快流转 30 亩土地，建起 11 个果
蔬大棚。

袁丽娟还有个提议：在河堤上打造月季花
廊，花廊后划出大小不一的菜园，让市民前来
认领，村民收取租金和代管费，实现土地增值。
村民们对这个提议认识不一， 有人觉得不可
行，最多是一阵虚火。袁丽娟没有强求大家，她
自己流转了 10 亩地， 做一个示范园，“如果成
了，大家就会跟着干，如果不成，损失算我一个
人的。 ”袁丽娟说。

袁丽娟把心思都用在果蔬大棚和月季示

范园上，目前果蔬大棚已搭建完毕，接下来就
是种植作物、棚间管理；月季示范园正在联系
花株，择时栽种。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快速推进， 我们
刘庄村的机会来了，明年四五月份，春暖花开
的时候，请你们再到刘庄来，月季花开，果蔬飘
香，那才是最好的刘庄。 ”这位 30 多岁的女支
书对未来充满信心。

千年古镇 乐在逍遥

最近一段时间，西华县逍遥镇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高群生高兴地发现：到他店

里喝胡辣汤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多。 “他们有骑
车的、有开车的，从河堤上下来，有些已经来了
好几次。 ”老高说。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如火如荼推进，不
仅带旺了老高的生意，更为千年古镇逍遥镇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为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一个重要景观

节点，逍遥镇着力建设乐在逍遥景观公园，公
园占地 300 余亩，全长 5 公里，规划有逍遥小
剧场、儿童乐园、逍遥游、全民健身 、桃花源 、
景观药田、特色美食、垂钓码头等。 沿着沙河
边修建的“十里画廊 ”长廊行走 ，一路景色美
不胜收。 河段水面宽阔，水质清澈优良，鱼翔
浅底，白鹭翻飞。 两侧绿植如荫，种植有桂花、
垂柳、法桐、海棠、樱花、红梅 、栾树等十多种
树种，时值桂花开放 ，空气中满是馥郁花香 ，
沁人心脾。

借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的东风，逍遥镇
谋划打造千年古镇，投资巨大，对镇区主干道
进行提档升级； 实施胡辣汤美食一条街项目，
明清仿古建筑装修，高质量推进 5 家精品形象
店改造工程；建胡辣汤博物馆，叫响传承千年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修葺“逍遥大捷贺龙指挥
部旧址”， 使之成为西华县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对镇供销社，清代建筑
龙义和、雷义和药房进行保护性维修，恢复往
日风采；拟投资 1.2 亿元，建设仿宋御街，集商
住、娱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碧水、蓝天、古
街、遗址……自然美景与人文历史交织，勾勒
出古镇独有的韵致。

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上，逍遥镇这
颗明珠更加璀璨，此段景观为这座古镇增添了
新的时代注脚，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幸福感、

获得感洋溢在临河亲水的乡亲们的笑脸上，荡
漾在沿河观景的游客们的脚步里。

饮马渡口处 乐见踏歌行

饮马渡口景观公园是沙颍河生态经济带

（西华段）在叶埠口乡的建设项目。项目总面积
约 32 公顷，规划建设漕运文化展示馆、渡口、
码头、粮库、古街+稻田艺术、刘秀饮马台文化
节点、滨水文化主题公园等景观，集服务驿站、
星空营地、林间集市、星创空间、码头栈道等主
要设施于一体。功能定位包括沙颍河生态治理
段堤防工程、生态农业交流发展区、景观文化
旅游发展区，全力打造沙颍河流域乡村振兴农
文旅融合示范带。

进入深秋，沿河观景，只见岸边土地规制
整齐， 成片成片的花生小嫩芽冒出， 煞是可
爱。为配合生态经济带建设，当地政府在景观
带内发展特色种植，以便吸引游客来此采摘，
使沿河景观带与沿河村庄产业发展良性互

动。 春季油菜花开， 吸引了大批游人来此观
赏；油菜花期过后，他们又因地制宜 ，种植了
花生。

除了采摘项目，叶埠口乡根据当地地形规
划了骑行路线，游客们可骑着自行车横穿葫芦
湾大闸游览西华和商水， 看沙河水波光粼粼，
两岸幸福花开。

“千年沙河上 ， 漕运物繁忙 。 埠口有叶
氏，活跃两乡里 。 轻舟穿南北 ，两岸争相待 。
人人好乐业，陇上踏歌行。 ”一首歌谣从古唱
到今，借着持续推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
的东风 ， 千年叶埠口重新焕发出活力和生
机。 ①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