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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区刘口乡位于商丘市北15公里，豫鲁两省四县区（山东曹县、山东
单县、示范区、梁园区）接合部，105国道横贯南北，济广高速穿乡北行，京
九铁路在刘口乡西部擦肩而过，105国道与民商虞干渠在此交汇，素有“豫鲁
通衢”之称。

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是刘口乡的绝对优势，根据自身优势，近年来刘口
乡党委、乡政府选择了“旅游兴乡，产业富乡，和谐稳乡，生态美乡”的正
确道路，在自然人文景观上做起了大文章，使本乡经济建设亮点纷呈、迅猛
崛起，处处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林洋光伏电站 带动清洁能源发展的龙头

来到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站，你会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占地 2200亩
的乌蓝色的光伏板晶光闪闪像一片海，和蓝天白云以及远处的绿色的树林互
相映衬，还有那光伏板下的2200亩花海，紫姹红妍、香气四溢。

刘口锦绣宜人，发展迅猛，记者多次到刘口采访。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
电站是见证刘口发展的一面镜子，每次来刘口记者必须来到这里。

商丘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是河南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5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该项目是商丘市首个大型地面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站，总投资10.2亿元，现已到位5.5亿元。项目地址位于梁园区刘口
乡当店王村，东起虞城边界，西至老陈庄界，南至当店王界、北至山东界，
总占地规模约2200亩。该项目工程采用钢结构方式及水泥管桩建设，硅晶板
下栽植经济作物油牡丹，充分利用滩涂土地将农业与光伏发电完美结合，把
林洋光伏电站打造成一个集农业种植、光伏发电、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绿色生
态企业。

太阳能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具有清洁、卫生、无污染、无
噪音的优势，不受地域、海拔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遭受能源危机或燃料
市场不稳定而造成的冲击。

该项目一期工程现已建成，于 2016年 6月 25日并网发电，年均可发电约
8800万度，每年可节约标煤约 3万吨，减排二氧化硫约 800吨，二氧化碳约 9
万吨，不仅带动该乡清洁能源的发展，改善能源结构，还带动该乡的就业，
获得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

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对当店王村民占地按每亩每年 1000斤优质小
麦的价格进行补偿，涉及贫困户 70余户、贫困人口 200余人。项目利用的土
地全部是故道滩涂地，以前全部用来种植小麦或玉米，每亩年收入 400元左
右。其补偿数额与按照传统的种植模式相比较，贫困户每年每亩地收益增加
收入翻一番，省去了生产成本的投入、人工，方便村民外出打工。

利用太阳能硅晶板下土地种植油牡丹，带动周边三个村的油牡丹种植，
通过油料加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通过合作承包或是雇用当店王村民打工增
加其收入，是林洋光伏项目的又一作用。油牡丹是一种多年生小灌木芍药科
植物，为新兴的木本油料作物，也是一种具备高观赏价值的生态树种。油牡
丹种植后，可以收益40年，堪称铁杆庄稼，不换茬就意味着节省了人力、物
力和财力。具备突出的“三高一低”的特点：高产出、高含油率、高品质、
低成本。以牡丹籽仁加工而成的油状液体，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其中
α-亚麻酸占 42%，多项指标超过被称为“液体黄金”的橄榄油，是世界上最
好的食用油，亩综合效益可达万元，经济价值及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刘口乡采用“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以林洋农光互补种植带动
当店王村、老陈庄村、郭刘村、东刘村等村民已经种植油牡丹2000余亩，预
计今年年底达到 5000亩，2018年突破 10000亩。该镇还依托天沐湖景区自然
资源优势，利用油牡丹种植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形成春季旅游观光，秋
季收籽榨油的综合生态产业模式。

精准扶贫是基层乡镇当前首要的工作任务。刘口乡通过“政府+企业+农
户”的模式促进家庭分布式光伏发电推广，政府拿出每户 4000元帮扶资金，
借助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技术的支持，加强与金融企业合作，为贫困
户协调贴息贷款。2016年该镇协调贴息贷款90万元，规模化了家庭分布式光
伏发电系统。这一措施的实施，使每户每年可达到3000元的收益。

“新能源发展前景广阔，在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基础上，刘口乡将
进一步加大能源类企业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发展新能源。目前，刘口乡已在秸
秆发电、风力发电等领域与一批优秀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这些措施的实施将
使刘口乡成为名副其实的能源大乡。”刘口乡党委书记祝玉波满怀信心地说。

天沐湖景区 生态之乡的标志

刘口乡是典型的生态之乡，其天沐湖风景区是生态韵味和文化气息最浓
的地方。

不等你进入黄河故道天沐湖风景区，你就会看到炎黄二帝塑像。该塑像
座落在天沐湖中心广场南，朝东面向景区大门，高7米，南北长6米，东西宽
4米，整体看上去庄严、肃穆、大气。炎黄二帝塑像是天沐湖景区的标志性景
观之一，很多游客都在此拍照留念。

天沐湖是黄河改道后自然形成的天然湖泊，位于刘口乡西侧的黄河故道
内，长 14公里、宽 1至 2公里，整体呈 S型，现有湖面 1万多亩，平均水深 2
米，湖水清澈、水质良好，甘洌可口。湖内水草多样，水生物繁多，鱼虾、
蟹鳖、蚌、螺等种类齐全，湖堤东西两侧树木茂盛，绿化面积 9000多平方
米，冬春季节，天鹅、灰鹤、鸿雁、野鸭等来此栖息；夏秋时日，百灵、苇
莺、喜鹊等百鸟争鸣。大面积的湿地、草滩、林地构成了典型的河谷自然景
观。加之以沁人心脾的空气，使天沐湖成为真正的天然森林氧吧。因为天沐
湖是一个南北长、东西短的湖泊，很象一条河流，又处于商丘市正北位置，
所以又被商丘人称为“商丘北戴河”。

1997年12月，刘口乡党委、乡政府作出了大力发展黄河故道天沐湖旅游
业的规划。之后几年，天沐湖风景区由小变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逐步成
为商丘市重要的生态旅游景点之一。2006年8月，商丘市黄河故道天沐湖风景
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010年12月1日，商丘市黄河故

道天沐湖风景区，被国家水利部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这使商丘市黄河故
道天沐湖风景区成为河南省唯一一家湿地型国家水利风景区。

走进天沐湖风景区内的野味一条街，你会被这里的美食所吸引。美观大
方的饭棚、整整齐齐的摊位、香气四溢的地锅饼、地锅鸡、地锅鱼等等，琳
琅满目种类繁多。天沐湖景区内，野生鸡鸭鱼蟹等野味很多。几年前因为疏
于管理，这里的野味加工摊位存在脏乱等瑕疵。近年来刘口乡党委、乡政府
对这里认真规划和筹建，建成了野味一条街。主营豫东特色餐饮的20多家农
家乐餐馆是野味一条街的一大亮点。几位正在吃鱼的游客告诉记者，这些鱼
都是故道里的野生鱼，不仅色鲜味美、香气扑鼻，而且和其他美食一样，都
是清一色的纯环保、纯绿色、纯天然，备受游客欢迎。

天沐湖景区一号码头有游船140多条。其中有传统的小舟，有豪华游艇和
竹筏，也有水上自行车、水上气球等娱乐器材，可满足不同爱好的游客。

近日，记者前去天沐湖采访，和老船工们攀谈。在场的老船工有二三十
人，老船工程富友告诉记者，这些船工以为游客划船为业，每天收入都在150
元以上，都是 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年岁最大的朱品学已经 85岁。谈话间，
正在河里忙活的朱品学已经上岸，只见他腰板硬朗、健步如飞，那挂在脸上
的微笑和轻捷的动作告诉我们，他不仅身体康健，而且对生活很满足。

朱品学说：“乡里对天沐湖建设一直都很支持。特别是党委书记祝玉波对
天沐湖建设最关心。他经常来这里调研，对景区进行认真规划，对大门和炎
黄二帝塑像进行了油漆，还花费数千元将亭子下的座椅进行了更新。”

御景园遗址是古刘口遗址，是天沐湖景点之一。据县志记载：自金大定
年间（公元1127年）黄河流经于此。当时，有一位刘姓大户看到此处为水沙
相融之地，遂带领族人在此开辟渡口，名刘家渡口，亦称刘口。从刘口开辟
为黄河渡口，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700多年来刘口一直是黄河
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成为闻名遐迩的“水旱码头”。在黄河水道运输的繁荣
时期，用“河道帆樯如林，两岸店铺比比”形容刘口的繁忙并不过分。

相传当年雍正皇帝途径刘口，看到这里芦苇茂盛，百鸟争鸣，天鹅、仙
鹤等水鸟众多，便盛赞这里的美丽风景，命大臣们与他一块登上大堤休息，
下棋共饮，并提笔赐“御景园”三字。于是雍正休憩刘口黄河边的故事便传
开了，刘口名声大振。后来，人们把这里叫做御景园。

咸丰五年（公元 1855年）黄河改道。黄河改道后，流经商丘的黄河变成
了黄河故道，刘家渡口也随即消失，刘口的商贸逐渐衰落，变得默默无闻。

御景园位于风景秀丽的嘴尖王黄河陡转处。南北走向的黄河水在这里陡
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弯。如今的御景园遗址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繁华，能见到的
只是黄河故道九十度的一个弯和不远处的一个赛马场。那岸边依依的垂柳随
风飒飒作响，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柔柔的风儿抚摸着你的双颊。眼前的一
切清净而又自然，清新而又宁静。

除了天沐湖风景区之外，这里还流传有冬至吃饺子、月老、月吉爷等历
史传说和山西会馆、陆陈会馆、大王庙、文昌阁、白衣寺等古代建筑。悠久
丰硕的历史文化，还有故道雄浑的底蕴和灵气，赋予了刘口人良好的天赋和
灵性，让这里人才辈出、异彩纷呈。一代戏剧大师刘忠河便生于斯长于斯，
其精湛的演唱艺术让他走向全国、蜚声中外。

来到刘口，聆听着刘忠河的优美唱腔，回味着刘口的美好的历史传说，
看着古香古色的古建筑，会让你产生跨越时空、物我两忘的感觉。

由于环境生态绿色，刘口乡是一个长寿之乡，共有 90岁以上的老人 114
人，百岁以上的7人。为了增加群众的获得感，促进干群和谐，乡村老人凡是
活到90岁的，乡政府都派人送去一块寿糕以表祝贺。

高科技产业园区 休闲胜地浪漫家园

保存完好的黄河大堤像一条绿色的巨龙盘桓向远方，林荫道路顺着大堤
绵延。车子在林荫道路上行驶，绵绵的风儿吹在人的脸上柔和凉爽、清新惬
意，拂动树叶发出的飒飒的响声，像阵阵的龙吟，又像跌宕起伏的音符。在
道路的两旁，映入你的眼帘的是一泓泓碧水，一片片绿草、蓝天、白云、绿
树、芳草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还有那不远处的田野和在劳作的农民，构成
了充满了悠闲淡泊而又温馨的田园风光图。

刘口乡高科技产业园区也是刘口乡党委、乡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投资
方是商丘瑞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位于刘口乡张彭村，105国道西侧，
黄河故道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3000亩，总投资 3.5亿元，一期占地 1248
亩，投资 1.2亿元。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薰衣草休闲观光区、工厂花卉生产
区、果树采摘区、光伏电食用菌生产区、奶牛标准化养殖区及苗圃种植区等
多个功能区。

薰衣草休闲观光区内，不仅有小桥流水，还有假山和人工湖，假山旁
边，一对对恋人在合影留念。人工湖畔，一个个游人在横竿垂钓。观光区的
工人告诉记者，人工湖内生长有各种鱼类。其中去年钓得的娃娃鱼最大 26
斤。如果你阳春三月来这里钓鱼，那淡淡的涟漪，清新的水气，竿头活蹦乱
跳的鱼儿，还有不远处岸边花团锦簇的桃花、杏花和飘来的淡淡花香，会让
你释然心头的一切忧愁，如痴如醉，如仙如魅一般。

最妙的是那马鞭草种植区。马鞭草盛花期为 6月至 11月，如果你在这段
时间内来到到这里赏花，那寥廓的蓝天下，灿烂的花海、浓郁的花香，还有
漫步花间的美丽的少女的曼妙的身姿，和她们银铃碎玉一般的笑声，还有那
大堤前的牧童、洁白的羊群，会让你置身于美丽的敕勒川一般流连忘返。

大美刘口，璀璨纷呈。朋友，当你来到刘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刘口的天
空特别蓝，这蓝蓝的天空告诉你什么是生态之乡；你会发现，刘口的每一朵
花儿都蕴含着厚厚的历史积淀，这厚重的积淀里，飘荡着文明的芬芳。

“刘口乡的一切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这是近年来全乡干群努力
的结果。虽然这里的一切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我们没有自满。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我们会继续努力，把刘口建设得越来越好。”刘口乡党委书记
祝玉波如是说。

璀璨纷呈 大美刘口
文/图 本报记者 丁新举 通讯员 史国栋

泛舟天沐湖泛舟天沐湖，，徜徉水云间徜徉水云间

这里天宝物华，风景如画。薰衣草休闲观光区紫姹红
妍，花香四溢；天沐湖风景区湖面一碧万顷、水面十里荷
花，渔船轻曳，空中沙鸥翔集。

这里人杰地灵，文化历史资源丰厚。不仅有雍正休息、
刘墉赏景的遗址——天沐湖和“御景园”等名胜古迹，还有

华佗行医，李自成拜伊尹等历史传说，并且还培育出了豫东
红脸王刘忠河这样的豫剧艺术大师。

这里经济迅猛发展。商丘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总
投资10.2亿元，总占地规模约2200亩。年均可发电约8800
万度，每年可节约标煤约3万吨。

天沐湖码头

百舸争流——古御景园遗址

美丽的故道一隅

林洋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站

刘口乡黄河故道天沐湖景区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