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颍河三期工程（八一大道至中州大道段）让
观摩团眼前一亮，设计的三条从关帝庙片区直通滨
河公园河堤的轴线，让游客在观赏古建筑、购物娱
乐、感受关帝庙片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景观的
同时，可以随时进入绿色公园娱乐休闲，共享城市
发展成果。

曾是周口核心区域的南寨历史文化街区，也是
此次观摩的重点。 根据周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将南寨的沙南老街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是市
委、市政府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将历史文化转化
为城市发展动力，以文化引领城市更新，以更新焕
发老城活力的重要举措。目前，各项工作进展迅速，
李家当铺、红石板路修旧如旧工程已完成，大渡口、
磨盘山等六大复古码头及南山货街、剪股街微管廊
和道路施工即将完工，西大坑公园、总工会大院、皮
件厂 12 月底将陆续建成，古色古香的老街区、老码
头、老周口轮廓已现雏形。

西华县贾鲁河湿地公园打造堤顶、堤内、堤外
三条园区道路，总长度超过 40 公里，融文化科普、
户外自然课堂、打卡拍照、观水平台等于一体，附近
居民开窗见景、出门见绿，各类主题公园可游可赏，
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在观摩中可以看出，各县市区在挖掘周边旅游
新亮点的同时，不断打通群众与文旅的“最后一公
里”，延链补链更强链，让群众享景更享利。

西华县裴庄村桃花源生态风景区以乡村振兴

为抓手，围绕颍河水系做文章，打造了桃花观赏核
心区、桃园民宿等项目；项城市任庄水景村 ，采取
“村集体+企业+运营公司+村民”的发展模式，聚焦
文化内涵，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

沈丘县青甜小镇由回乡创业的乡贤所建，该小
镇遵循项目滚动式投入、短中期开发与永续发展相
结合的理念，打造集特色农业生产、劳动实践教育
基地、农耕文化基地、花果种植基地、民俗文化基
地、 会议会展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特色农业旅游
区。走进青甜小镇，会看到当地村民进行秋收表演，
打场、纺棉、磨面、染布、纳鞋底等生活场景的节目
吸引大批游客观看。 据了解，青甜小镇每月为员工
发放工资超过 10 万元， 带动了附近村民就业增加
了收入。

通过观摩，一个清晰的目标在观摩团成员心中
生根———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持之以恒 、久久为
功，推动形成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新格局，走好文化
大市以文化人、以文兴业的新路子。 ②15

沈丘县 8.8 公里沙颍河沿岸线性公园风景
美如画；项城市水寨印象集市里游人如织；西华
县贾鲁河湿地公园里草木花卉错落有致、栖息觅
食的野鸭和各类飞鸟串起步步美景……秋雨中，
贾鲁河、颍河、沙颍河沿线的 18 个文旅节点，一
路美景、处处可游。

10 月 6 日，2023 年秋季全市水域生态文化
经济旅游带建设集中观摩讲评活动举行，市长吉
建军带队，先后深入川汇区、扶沟县、西华县、商
水县、项城市、沈丘县、淮阳区、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等地进行现场观摩并讲评。

观摩团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比。 看的是各
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生动局面， 听的是各
地在节点建设中提升突破的铿锵足音， 比的是
各地拼搏创新、奋勇争先的激情和干劲。 一天的
观摩让人切实感受到了全市水域生态文化经济
旅游带建设取得的新成效和可喜变化， 全域共
建、共融、共享的文旅发展新模式正在探索中稳
步成型。

以完善基础设施为线
串联三川无限风光

“北关大闸变化真大！ ”观摩扶沟县北关大闸时，
赞叹之声不时响起。 变化之大，离不开扶沟县谋划统
筹全域水系生态治理，实施一批水系连通工程，夯实
贾鲁河生态文化旅游带建设硬支撑。

扶沟县境内 11 条干渠、80 余条支渠纵横交错，
闸多桥多，新设计建造的北关大闸尤为雄伟。 北关大
闸左右两岸分别规划了主题公园， 保留了纪念碑等
文物，设置了垂钓区、婚纱摄影区、渡船观光区和植
物观赏区。 以红色文化、治水文化为主线设计，将北
关闸历史与红色文化有机结合的扶沟县北关大闸主

题公园即将对外开放。 贾鲁河河道开挖疏浚、堤防填
筑已全部完工。贾鲁河堤顶路全线已基本贯通。扶沟
县北关大桥有望年底通车， 同步建设的智慧水闸指
挥中心，可以智能化管理贾鲁河支渠渠首渠尾闸涵，
有效提升了防洪、水系管理水平。

波光粼粼的河面、构思巧妙的景观游园，抬头远
望，满目皆是美景，清爽感扑面而来。 沈丘县沿河打
造的 8.8 公里线性红闸湿地公园， 堤顶路两侧以红
枫、元宝枫、枫杨等为主要行道树，错落搭配鸟柏、五
角枫等色叶树种，每年 11 月份会形成延绵 8 公里的
红色叶风景林带，梯次配置绿化，分段种植柳树、银
杏、槐树、杜仲等 8 万余棵；堤顶路以内，依托原有自
然风光，适当增加设施、打造林下漫游线、滨水体验
线等层次分明的生态游廊。

碧绿的河水、如霞似火的柿子树、一望无垠的田
地……走在高标准建设完成的西华县颍河堤顶路
上，能看到颍河的自然风景连线成廊、交相辉映，沿
岸生态效果良好。 观摩团车辆继续行驶，沙颍河沿岸
绿化、亮化工程映入眼帘，两岸道路宽敞整洁，河道
迂回移步换景，驿站、公园、露营地等多达 20 余处。
大家纷纷议论：“一个水清、岸绿、路畅、景美的秀美
三川正在形成……”

2021 年，周口“两会”提出，将“加快沙颍河生态
经济带建设”列为“十四五”期间周口发展的第一目
标任务。 短短两年，“河段滩涂杂草丛生、堤顶道路坑
洼不平”的破败场景摇身变成了“两岸风光无限好、
堤顶路骑行客如过江之鲫”的动人景色。 这些变化得
益于周口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
力打造沙颍河生态经济带的战略抉择， 得益于沿岸
各县市区朝夕不倦、奋力建设，齐心共创美丽新家园
的共同举措。 沙颍河，这条我省唯一连南接北贯通东
西的黄金水道，在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中，正成为
一条周口人民的生态河、经济河、文化河、幸福河。

以节点建设为桨 立商文旅融合发展之潮
阴雨绵绵，依旧抵挡不了群众前往西华县沙颍

半岛风景区游玩的热情。 “孩子特别喜欢来这里玩
无动力游乐设施，假期期间，我们没有选择去外地
游玩，因为家门口的景点就足够玩了。 ”西华县李大
庄乡一位村民笑着说。

西华县沙颍半岛风景区采用“边建设、边运营、
边提升”发展模式，据统计，今年 2 月份以来，累计
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营业收入突破 600 万元，取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与西华县沙颍半岛风景区遥相呼应的川汇区

沙颍生态园，与孙嘴村连点成片，植入欢乐家庭农
场、灯光秀、水幕电影、特色民宿、户外餐饮、无动力
游乐设施等业态，实现生产、生活、生态、艺术游为
一体的全新模式。前来游玩的市民陈女士对该景区
的评价是：好玩不贵，便宜实惠。 “从 9 月 28 日起，
平均每天入园 2 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近 4 万
人次，‘双节’期间游客突破 20 万人次。 ”该园负责
人介绍。

故地重游的市民李女士对如今的叶氏庄园景

区赞叹有加：“家门口有个这样的旅游景点，我很骄
傲。 ”叶氏庄园景区以 4A 级景区创建为抓手，建设
游客服务中心、通景大道、停车场、漕运文化码头等
设施，以叶氏庄园诚信文化、漕运文化为背景，在叶
氏庄园举办沉浸式情景剧展演、 清代服饰体验、非
遗主题研学等活动，将特色文化优势与自身实际相
结合，摸索出文旅融合新路子，全面提升叶氏庄园
景区整体的旅游形象和品质。

穿过“项城第一天桥”，观摩团走进了项城水寨
印象老旧街区改造项目，街区两侧的非遗展位热闹
非凡，游客不时停下脚步观看。 该项目将沙颍河生
态文化旅游带建设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在提升老
城区城市功能的同时，推进商文旅有效融合，结合
项城实际，探索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集体经济新型
业态运行模式，组织全民参与管理经营，搭建数字
化平台， 实现股份制利益分配的透明性和及时性，
保障利益分配的公平、公开。

以共享发展成果为标 让群众享景更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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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融两岸美 大河上下焕新彩
———2023年秋季全市水域生态文化经济旅游带建设集中观摩讲评活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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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县高门村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