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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绿色城市 共享绿色家园

春满故道，花海醉人。4月2日，第五届中国·商
丘黄河故道湿地花海徒步穿越暨百家媒体聚焦黄河故
道大型主题活动在虞城拉开帷幕。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全周，副市长岳爱云，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刘玉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忠顺，虞城县委书记朱
东亚、县长白超，市林业局局长韩涛，市旅游局局长
王景宇，淮北日报社社长张士锋，商丘日报报业集团
董事长、社长刘道明，商丘日报总编辑郭文剑等出席。

田庙果园，梨花桃花，芬芳荟萃；穿越起点，仪
式现场，百家媒体、万千健儿、各地嘉宾，欢声雷动。

地主虞城，精心准备，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拓
宽路面、建起广场；县乡干部，服务奔忙；交警开
道、安保防控；影友布展，村民护行；邀姝起舞，古
琴悠扬。

号令枪响，旌旗猎猎，人头攒动。老幼青壮，迈
开脚步，甩开膀子，大步流星，一路冲锋。穿过花
海，又入林海；走过麦浪，又闻花香；坦途健步，坑
沟跃身；一路狂走，心旷神怡。

花海人潮，醉美春风。参赛队员，健步之时，游
玩观赏。一路说笑，一路健身，享受春光，身心舒畅。

田庙果乡，春风扑面。桃花梨花、杏花油菜，花
开如海，姹紫嫣红；槐树白杨，遮天蔽日，绿意盎
然。木兰渡口、望月归思，故道岸旁、文化绵长。琴
声飘来，倩女起舞，与花相伴，相得益彰。众皆围
观，手机美图，网上传遍。

荒庄水库，碧波荡漾。岸畔清风，春意醉人。湖
间小岛，飞鸟徜徉。芦苇新芽，吐绿争春。选手兴
起，跳跃彷徨。

天沐湖旁，垂柳依依。嫩绿吐蕊，烤鱼飘香。一
路急行，匆匆忙忙。觉得腹饥，掏钱问价，两元一
串，边吃边行。体验野味，不耽行程。三十余里，高
低已判。先行已过，后行无踪。参加徒步，有为获
奖，有为游玩，各取所需，各自安然。

情侣相偕，同伴相牵，同行互动，迈向终点。春
色怡人，春景如画，相约春天，收获真情，共同向前。

下午三点，森林公园，一天收官。支起帐篷、生
起柴火，拿出小酒，放开喉咙。歌声粗犷，男儿本
色；唱声甜美，女子性情。大地作床，繁星为帐，与
天一体，归于草莽。一夜休息，体力充电；清晨起
来，整理行囊；号令枪响，再奔向前。

郑阁水库，商丘水缸。波光粼粼，清冽泛光。芦

芽吐绿，小鸟飞翔。库旁人家，嬉笑奔来，笑指健
儿，问去何方？

崔楼鹅场，群起唱响。绿野林海，故道湖旁，一
群白鹅，吸引眼光。指指点点，谈谈喊喊，多少选
手，忘了赛场。情融其中，乐在其里，忘却烦恼，岂
不快哉？

吴屯水库，风光旖旎。岸边树木，绿荫如盖。库
里小岛，绿色港湾。处处滴翠，步步美景，芳菲正
盛，如诗如画。此是终点，选手冲刺，喊声震天。两
天赛程，在此作结。胜者捧奖，笑意盎然。

温县多威、商丘多威、虞城黎明，三支队伍，团
体比赛，冠亚季军；男子天胡，人个比赛，折桂夺
冠；木兰小丽，巾帼英雄，女子登峰。

整个比赛，天公作美。风轻云淡，春色怡人。嫩
柳吐绿，杨絮未至，梨花正开，桃花正艳，麦浪翻

滚，水波清冽。湖光春色，故道春美，人行其间，如
行画中，忘情穿越，美的享受。

整个比赛，保障给力。卫生急救，全程护行；媒
体镜头，一路追踪；面包清水，伴行左右；服务人
员，随叫随应；点名引路，有条不紊；裁判执法，公
平公正；获奖选手，众望所归；冠名嘉宾，发奖讲
话，称心高兴。

整个比赛，宣传到位。百家媒体，聚焦故道；十
几报业，老总莅临。报纸电视，网站热帖，微博微
信，头条国搜，刊发报道，狂轰烂炸；反响空前，余
音绕梁。

五年不断，赛事盛举。年年春日，共聚此地。商
丘宝地，生态廊道，经济廊道，文化廊道，旅游廊
道，共同称谓，黄河故道。诚邀健儿，再邀嘉宾，明
年四月，再聚故道，再穿花海，再战群英。

穿越湿地花海 领略故道风光
——第五届中国·商丘黄河故道湿地花海徒步穿越暨百家媒体聚焦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蒋友胜 高会鹏

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徒步穿越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现在树多了，生态好了，空气新鲜
了，我又回来啦！”4月 2日，虞城县城郊
乡郭土楼村 85岁的杨玉丛在村文化广场对
记者说。

杨玉丛老人因为家紧挨着一个垃圾坑
塘，又脏又臭，他因脑动脉病一直住在闺
女家，而现在，垃圾坑变成了水质清澈的
湖，湖里还有荷花，环湖是十几种绿化
树，村文化广场上还配备了健身器材，老
杨每天围着湖转几圈，病也一天好似一天。

郭土楼村原是一个人口 3100多人的贫
困村，去年上半年，在虞城县林业局指导
下，城郊乡政府组织郭土楼村委会人员，
到四川蜀南大竹海、山东竹全村等参观考
察，现在全村实施竹海旅游计划。通过土
地流转、承租等模式，全村 400亩的竹林
已经形成。“这 400 多亩竹子，会长成竹
海，到时候，我们把它建成竹海乐园，以
旅游观光为主，上马特色小吃项目，比如
麦仁驴肉、野菜面条、利民羊肉等，用竹
子把村里闲置不用的小屋都改建成竹屋，
整成小四合院，一家人来这旅游，像自己
家一样的农家乐。后方的土台，将来把它
做成竹海漂流项目，让游客体会到在竹叶
间漂流的感觉。”郭土楼村党支部书记杨新
文告诉记者。

虞城县树立“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和林业
生态提升工程，打造“城在林中、市在水
旁”的格局，营造“城镇森林环绕、通道
绿带如锦、农田林网遍布、村庄绿树成
荫”的秀美环境，让生态之美成为我们的

“大美”。县林业部门也根据自身实际，积
极响应市政府“四绿”创建工作号召，把
虞城县委、县政府提出的“一路一区一港
一中心”理念融入到植树规划中，因地制
宜，加大投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将精准扶贫与美丽乡村结合在一起 ，同促
共进。虞城县县委书记朱东亚、县长白超
等“四大家”领导带头参加“立德践行跟
我来”植树活动，同时利用“三·五”工
作日到城区响河两岸和城郊乡郭土楼村进
行义务植树活动。

记者随林业局同志来到虞城县打造的
“十百千”系列工程之一的稍岗镇“十里画
廊”。这个“十里画廊”，是围绕虞城县

“一路一带一廊一中心”整体思路打造的
“生态高地”，是通过“土地变股权、农民

变股东”的土地流转机制打造的豫东最大
的集生态、观光为核心的乡村旅游经济
带。眼下，正值植树好时节，记者在“十
里画廊”恰逢市、县林业部门百余人在此
开展“四绿”创建义务植树活动。全体职
工和当地干群一起挥锹奋战，经过 1个多
小时的劳动，共植树1200余棵。

每年春季，全县各乡镇及所有局直单
位都进行义务植树，从去年开始利用

“三·五”工作日等活动，把义务植树融
入到这些工作中，并纳入了考核机制，今
年，据林业局统计，全县植树 500 余万
株。

随后，记者来到站集镇葛尧村，林业
局同志会同当地贫困户也正在此栽树，转
业军人葛长征对记者说：“林业局为我们提
供了苹果树苗 80亩，这种果树叫‘红色至
爱’，这种树上生长的苹果，皮红肉红，市
场紧俏得很。”“去年春上，林业局捐赠女
贞 1800棵，红叶石楠苗 2万株，冬枣 1500
棵，核桃树、梨树、苹果树 300多亩，现

在，俺庄的房前屋后，都栽上树了，俺的
庄比以前美丽多了。”葛尧村党支部书记梁
俊江激动地对记者说。

虞城县林业局驻葛尧村帮扶期间，为
助力当地脱贫，引导多个贫困户进行产业
脱贫。贫困户葛先杰通过使用小额贷款建
起了木料加工厂，回收旧的房檩条进行二
次木料加工，现在生产的板条已销往山东
等地。说起自己走上这条路的过程，葛先
杰激动地对记者说：“要不是林业局的同志
帮扶我们，我们现在还在外地打工呢！现
在，俺足不出户，坐在家门口就可以挣
钱！” 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当地附近村庄
已经有 33户贫困户走上木料加工道路，正
一步步迈向木料加工产业化。

杜集镇的石桥村，也是一个贫困村，
通过帮扶，村庄四周栽上了枣树、梨树等
经济果木，村里女贞、石楠等观赏花木整
齐有序，水也清了，村也绿了，成了远近
闻名的美丽乡村。

此外，虞城森林公园、人民公园、田
庙乡万亩梨园湿地也都花木繁多，李老家
乡的花卉种植、张集镇的林果产业、黄冢
乡秦楼的绿化，也正健康发展。

近两年来，虞城县委、县政府实施百
点绿化工程，动员全县上下积极行动、全
员参与，不仅荒地空地植树绿化，就连路
边街角也焕然一新、生机盎然。目前，全
县城区园林绿化总面积达 680公顷，城市
绿化率达36.2%，2016年3月被全国绿化委
员会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县”。按照虞城

“十三五”规划，全县将努力打造一个充满
果香、生活富裕、宜居和谐的“果乡绿
城”，把全县林业建设与打造美丽乡村和精
准扶贫连在一起，做到“既是绿水青山，
又是金山银山”。

做优生态 林业先行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谢卫勋 任辉

“小时候，往故
道上看，是一片片果
树飘香，现在，我想
再把这故道改成我小
时候的样子。”望着
脚下远处一个个伫立
的大棚，虞城县田庙

乡滕湾村董胜利告诉记者。
董胜利是个有心人。
1987年的时候，作为家中长子的他，总想着自己要干

一番事业，那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他便跑到离家较近的一
家公司学开车。帮公司送货过程中，他过早地接触“物
流”的概念，把每一家客户的需求牢记在心，从而对市场
也有了初步的认识。2002年的时候，基于对市场的理解，
有着天生悟性的他，开始成为家乡科迪公司的一名代理。

机遇总厚爱有心人。那一年，他代理的科迪奶销售量
出奇的好，也为他的人生攒下第一桶金。

天生就不会满足的他，很快把目标定位到更宽广的地
方。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外出考察市场，恰好遇
到河南大学一教授带研究生一同考察，有心的他当然不会
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教授给学生们说什么，他就在一旁
偷偷记下来，没想到这些知识，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

故道一旁的滕湾村，是一个人口不多的村庄，因地处
平原，村民多以务农为生，没什么产业，只有一些庄稼，
怎样才能带领乡民们奔向致富的道路，也成了他的心中梦
想，也成为县、乡、村干群的心愿。

近年来，虞城县县委配合省、市规划精神，提出了
“十百千项目工程”，作为十个特大项目之一，“一路一廊一
带一组团”，田庙乡正处于“一廊”之中，怎样配合政府

“一带”规划，怎样让家乡变成美丽乡村，董胜利在心中进
行了一番谋划。

首先，他筹集人马，把故道里几处废弃坑塘里的水集
中到一处，一个月后把那些抽了水的坑塘改造成良田，并
全部装上大棚。这 120多亩良田，因为原是坑塘，抽水后
土质纯净，零污染，无公害，种出的蔬菜水灵灵惹人爱。

正值创业的年龄，身上有说不出的干劲，为了带领乡
村致富，董胜利刻苦学习每一种蔬菜的生长习性，主动学
习大棚蔬菜的种植方法，番茄、黄瓜、辣椒、芥蓝等终于
在试验成功后取得初步效益。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几年的奋斗，终
于让董胜利的理想变成现实，他下属五个公司，包括商
贸、农业基地多家，2015年，通过土地流转，在刘集乡承
包 1500亩土地用于芥蓝的种植；建立了“懂菜网”，所有
运营都在网上运作，避免了人工物流的麻烦；水塘里放养
了多种鱼苗，一个集休闲、娱乐、垂钓、采摘为主体的综
合中心正在建设中；数百户贫困户进入他的菜棚从事劳
务，极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小时候，往故道上看，果林荫荫，果香四溢，那时候
觉得真美，现在，我想把故道改变成我小时候的模样。”站
在故道上，董胜利指着新栽的树苗告诉记者。

脱贫走在前
坑塘变良田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王支援 谢卫勋

（之九）

连日来，为了配合湿地花海穿越活动，虞城县宣传文化部门精心组织精彩的文艺节目让果
乡文化大舞台场场观众爆满。 本报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帅旗）“以前对上级部门的工作就
算自己有意见也不知道去哪里提出，
现在可以通过视察活动，及时发现政
府在重要工作落实中出现的问题，并
通过镇人大主席团反馈给政府部门，
以督促整改，人大代表视察活动确实
给了我们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良好平
台。”今年刚当选不久的虞城县大杨
集镇人大代表吴永波在第一次参加人
大代表视察活动时高兴地说。

近日，虞城县大杨集镇人大组织
该镇新一届县、乡人大代表 20余人,
先后深入到该镇南杨楼、秦庄、马
庄、楚庄、楚孙楼等村实地视察拆迁
安置和土地增减挂钩复垦工作。人大
代表们听取了镇政府及有关村主要负
责人对近期土地复垦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以及在土地增减挂钩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并鼓励村“两委”要克服困
难，多倾听民声，多与群众交流，以
取得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随后代表
们到群众家中与一些选民进行亲切交
流，询问拆迁补偿和安置情况。通过
视察，代表们对该镇拆迁安置和土地
复垦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代表们表示，政府
部门要及时落实好相关拆迁安置和
补偿，不但不能让群众吃亏，还要
让群众及时受益；要加强土地复垦
后的管护工作，严厉查处违法占用
耕地的行为；加大土地整理力度，
因地制宜、合理整治；加强宣传引
导，发挥群众力量，让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主动支持、切实配合，全力推
进土地复垦工作。

大杨集镇组织人大代表

视察土地复垦工作

虞城县万亩梨园内的瑜伽表演。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