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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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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思考和黄河故道一“对焦”，忽然想起一首诗：
不意翘首岸上望，三三两两荷花舟，
一湾水碧，此为清秋。
笛声依约林中起，鸟小成行忽惊去。
莫道风凉不留人，一抹斜阳，
一天云白，不忍归。
这，便是梁园作为“城市后花园”的生态之美了。当然，梁园的生态美是在“三个

一万亩”基础上的综合美，有内涵，有层次，也更有发展的巨大潜力。
如今，梁园区依托黄河故道留下的森林湿地，致力于生态旅游的建设和开发，把

“三点一线”的一万亩水面、一万亩森林和一万亩湿地纳入整体旅游规划，致力于打造
生态、人文、历史景观高地。

千顷澄碧，万鸟翔集，这是天沐湖景区的自然写照。天沐湖位于刘口乡，水域面
积 1万多亩，平均水深 2米。这里一年四季候鸟栖息，仅目前发现的就有天鹅、丹顶
鹤、白鹭、鸿雁等数十种。最出名的要数震旦鸦雀，这种“鸟中大熊猫”是国际上的濒
危鸟种，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它的出现印证了黄河故道水体不断改善的事实，也填
补了中原地区野生鸟类记录的文献空白。

从天沐湖沿故道西行六七公里，就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黄河故道国家森
林公园。

提到森林公园，总有那么一个记忆，在脑海里如此固执的美丽着——
深春的一个下午，走进望不到底的森林，满眼的郁郁葱葱。随意的沿小径过去，

拐一个弯，看到一地草花，再拐一个弯，看到一座残桥，桥下水浅，但在遮天蔽日的绿
色掩映下，绿出了深意，蜿蜒而东。桥西北侧，有一瓦屋，独立周遭，想是护林人的居
所，但其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况味。

其实，森林公园的前身原是商丘市国有林场。1958年，为了锁住风沙，改良盐碱
地，开展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现今拥有杨树、刺槐、泡桐、水
杉等 20多个品种的绿化树，建成了 260公里的绿色廊道，林木蓄积量近 5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91.6%，其如一道天然绿色屏障，保护着故道以南60多万亩耕地的增产
增收。

穿越故道密林，便是素有“万亩莲藕千种荷”的万亩湿地。此时，荷花盛花期已
过，三三两两白的、粉的花依旧亭亭玉立，在“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盛景中，有一种风韵
犹存的味道。湿地物种具有多样性，主要作物有莲藕、蒲草，是全国四大名鱼之一的
黄河鲤鱼的栖息地。

最近，梁园区出了三本一套的摄影集，名为《商丘市明清黄河故道生态文化系列
丛书》，分为“风光”“鸟语”“古树名木”三部分，展现出了故道的沧桑厚重、美轮美奂，
间或有风物人情，小角度展现大历史，无声的阐释了丰富的人文内涵。

梁园区围绕旅游业，依托“一带三区”大力发展优质、生态、观光、休闲、娱乐、餐饮
旅游为一体近郊型特色农业。一是围绕黄河故道生态旅游带，发展林果、油菜、莲藕
种植、观赏动物养殖等。二是打造红色、森林大道、清凉寺三个文化生态农业观光园
区。

引导发展林下经济。截至目前，全区已发展经济林和蔬菜瓜果基地 6万多亩，
发展特色农家乐307家，发展百亩以上规模专业合作社26家，采摘园280多家。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良好的生态环境，催热了“旅游经济”，带富了群
众。天沐湖景区大门南旁有个烤地锅饼的老太太，六七十岁模样，烤出来的玉米饼
香甜酥脆，摊子虽小，收入不少。有家烤鱼的老摊，逢假期每天收入能达上万元。
除此以外，还有撑船的、跑马的、摆杂货摊的……每年，天沐湖能为当地群众增收千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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