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7日，记者在距离申甘林带只有 1.5公里的程庄镇新赵
庄村看到，这里的村容村貌整洁，道路干净宽敞。偌大的村文化
广场里，众多村民在进行娱乐休闲。村文化广场北侧的居民赵传
珠农家小院里，绿竹参天，生机昂然。全村绿树环绕，葱葱郁
郁，与不远处的申甘林带融为一体。村外，建有高标准的污水处
理厂，将全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后，还可以灌溉良田，整个村庄像
一座世外桃源一样，令人流连忘返。

绿洲办事处任庄村是最近被打造而成的生态文明村，记者在
村里看到，池塘里荷花盛开，荷叶田田，岸边游人如织、川流不
息。

任庄村位于县城东北2公里处，黄河故道大堤南岸，背依鲲
鹏湖。该村绿化面积达47%，湿地面积占71%。近年来，该村在
绿洲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的领导下，积极抢抓黄河故道生态廊道建
设机遇，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水环境治理，创建“水美乡村”，走生态旅游发展之路。先后修
建了农家乐服务中心，开挖了村前的生态景观河，加宽了道路，
规整了鱼塘和藕池，修建了高标准的停车场。完成了供排水工
程、绿化亮化工程、污水处理工程等。记者在任庄村看到，改造
和重建后的任庄，颇具江南水乡之风韵，粉墙黛瓦，绿树环绕，
一家一户，各具特色，水相连，路相通，就连新开业的饭店、民
宿等也完全具备了旅游景区的设施和规模。

据该村负责人介绍，为了实现居民生活环境的整洁，他们对
全村的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处理，在村庄主干道上，50米设
有一个垃圾桶，配有专职人员进行清理，做到垃圾日产日清，有
的甚至“一日三清”。村里还对主要道路、水系等进行硬化、
绿、净化，对村域范围内全部坑塘进行了统一治理，并派出专人
管护。为保持境内河道、湿地、湖泊的良好水质，任庄村投资
120万元，建成全市第一座村级污水处理厂，可以处理5000人每
日生活用水。处理后的水，经商丘市水文监测站检验，达到国家
3类水质标准。全村上下基本实现了“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目标。

据同行的绿洲办事处负责人介绍，任庄村始终坚持“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依据国家黄河故道水利风景
区，结合村域范围内塘坑改造人工湖的优势，发展休闲娱乐，相
继建成了游廊亭榭、月季坡、竹林园、春韵亭、喷泉池等景观，
还建成了水乡木墅风情园、庄子垂钓台等一批景点。此外，黄河
故道民俗文化馆及综合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这些都将成为任庄
旅游景区的新亮点。如今，每逢周末，周边有上万人来观光游
玩，不仅拓宽了当地人的就业门路，而且大大增加了村民收入。

任庄作为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水利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水资源保护和利用上，坚持以保护黄河故道湿地生物多样性及水
生态安全为核心，以“天人合一、田园风、故道情”作为资源利
用主题。采取得力措施，加强水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已经成为
湿地保护修复和水生态旅游的一处景点。

站立在龙泽湖畔，只见茂密的芦苇迎风而立。远处，柳色如
黛，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建在浅水处的鸟类监测台，成了
人们竞相登临的观光台。人们在这个木质结构的亭子里，或站或
立，举目四望，似乎要把美丽的黄河故道风光尽收眼底。无论是
申甘林带，还是黄河故道湿地公园，擎起的都是民权生态文明建
设的大旗！

生态家园中——自然的和谐

说起生态文明建设，民权有响当当的品牌。但是，如果你
深入了解民权就会发现，这里不只是有被称为“河南塞罕坝”
的申甘林带；不只是有龙泽湖、秋水湖、鲲鹏湖等一望无际的

湖泊；民权还有黄河故道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湿地公园；还有美丽的任庄风景区和正
在建设中的安澜湖湿地公园等。民权县的生态文明建设点面结合，遍布城乡。漫步在这片

“绿洲大地”，每一片良田都书写着无尽的绿色希望，每一处村庄都显示出整洁的自然生态
之美。

如今，民权县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在上演“升级版”，一些乡村正在将高质量的自然
生态优势，发展为高质量的产业优势。

近日，记者随庆祝改革开放40年百版大型融合报道采访团走进民权部分乡镇，看到
这里的自然生态又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生态文明的产业链条在逐步拉长，生态惠民工程给
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村村寨寨都把发展与绿色相关的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

核心提示

民权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底子薄，但起步早；困难多，却成就
大。这主要得益于这里的自然生态。

100多年前，黄河在这里决口改道，大量泥沙被裹挟到这
里，留下了绵延的黄河故道，也留下了茫茫沙丘。但是，矢志不
移的民权人像焦裕禄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一样，开始了长达几
十年的风沙搏斗。1950年，民权和临近的兰考一样，风沙盐碱
肆虐。1950年至今，68年间，几代植树造林人在“风吹黄土遮
天蔽日，盐碱遍地寸草不生”的沙荒上，培育出了平原林海。

8月16日，我们在被誉为“亚洲十大平原人工防护林”之一
的民权申甘林场看到，题写着“河南塞罕坝”的一块巨石屹立路
旁，大石背后，清晰地书丹着林场的发展历史：

“1949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在民权县第一区甘庄乡周元村设
立豫东沙荒造林管理处，1950年正式命名为民权县林场。1962
年12月，民权林场收归国家林业部重点发展……”，成为全国林
业战线的“五朵金花”之一，现有总面积6.9万亩。据老一辈民
权林场人回忆，当时林场办公的地方是破草房、茅草庵和烂帐
篷，育苗、造林的工地上，林场职工住的是地窨子，吃的是苦咸
菜、窝窝头，就连红薯面窝窝头也不能足额供应。林场工人们抱
着“宁可三天不吃馍，也要把树全栽活”的信念，在沙荒盐碱地
上扎下了根。林场人顶风冒沙，育出了一棵又一棵树苗。到了
1960年，已经拥有了被誉为“黄河故道上的绿色长城”的6万多
亩申甘林带。正是这群忍受寂寞、以苦为乐的林场人，无私地把
青春和热血默默奉献给这项伟大的事业，才有了黄河故道的平原
林海，才有了今天的“天然氧吧”。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权县委、县政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牢固树立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在思工作谋发展上，以是否有利于生态文明
建设为标准。几年前，该县的招商引资都已经进入了“选商”的
高质量发展阶段，县领导的表态掷地有声：环评不达标者就是一
座“金山”也不要。2016年春，南方有一家企业到民权考察后
准备在民权投资，经过县环保部门的环评后，不符合环评标准和
县里的总体发展规划，该县招商领导组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
的投资意向。

陪同采访的县委领导告诉记者，从 2014年起，民权县政府
每年都给林场拨付260万元的生态补偿金，多年来，投入大量的
资金，用于申甘林带的保护和发展。民权县委、县政府各个部门
以及沿林带的乡村，大力支持林业的发展，不惜牺牲眼前利益来
大力绿化家园。

“河南塞罕坝”——永恒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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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设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已纳入国家和省“十三
五”规划纲要，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廊提升”发展思路，

“一廊”指的就是指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即实施黄河故道生态
走廊提升发展工程，加强沿线四省八市联动发展，加快构
建一条生态因子完善、经济发展科学、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价值可观的生态廊道、经济廊道、文化廊道、旅
游廊道，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目的就是加快推
进黄河故道生态走廊建设，带动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

民权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号召，主动作
为。按照“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要求，
把黄河故道生态走廊作为全县生态建设的“一号
工程”，结合宜居宜养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
优势，遵照“绿色发展”理念，倾力打造“生态
民权”品牌。明确了“一廊连两园、一线牵多点、
一带连全境”的大格局。以申甘林带为核心，以鲲
鹏湖、秋水湖、龙泽湖组成的国家湿地公园为重点，
着力打造连接湿地公园和生态公园的绿色廊道，沿黄河
故道两侧再造面积约3.6万亩的生态林带。为切实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搞好湿地保护和修复，民权县于2016年5月成立了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公园管理局，负责该区域 2303.5公顷面积的
保护工作。湿地公园东西长23公里，南北宽1至2公里，由自西
向东依次相连的鲲鹏湖、秋水湖、龙泽湖组成。分为保育区、
恢复区、科普宣教区、管理服务区、合理利用区等。

民权县委、县政府坚持“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
用、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完成了《民权黄河故道
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和《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修建
性详细规划并通过了国家有关专家评审。建成了一些景点工程
和设施，安装了高清监控设备，制作了标牌和宣传牌，完成了
部分湿地发展的前期工程。

为了放大了生态资源优势，在湿地周围栽植了芦苇、香
蒲、荷花等水生植物，水生植物面积增加了 3200亩，有效净化
了水质，给湿地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提升了湿地景观
效果。加强了湿地公园动植物监测和保护。据民权县黄河故道
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杰介绍，目前，该湿地公园有鸟类达121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2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20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群体数量增加到465只、赤麻鸭种
群数量达到3200多只、豆雁种群数量达到1.5万只。其中青头潜
鸭数量位居全国第3位，被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授予“中华青头潜鸭保护地”称号。在湿地公园还新发现水
生植物野菱和中华水韭，面积达53亩，其中水生植物野菱，属
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中华水韭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出
现于数亿年前的活化石，是我国第一批公布的50多种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贯穿民权县的野岗、程庄、王桥、孙
六、林七、王庄寨等乡镇，其间河道湖泊星罗棋布，气候舒适
宜人，是民权、商丘乃至整个豫东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绿
色名牌”。民权县以建设生态美丽民权为目标，大力实施“蓝天
工程”“碧水工程”，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开展污染防治行动，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依托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大力发
展旅游观光、养生养老、特色种植、休闲度假等第三产业，将
独特的自然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黄河故道生态走廊上

“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的生态景观已经生动地呈
现在游人面前，花灼灼、柳依依，这里早已成为人们度假旅
行、休闲吸氧的好去处，中原黄河故道生态“小江南”的美称
逐渐叫响。

“这几年，咱民权变化真大，生态景色越来越美，市民幸福
指数也越来越高了！”一位民权市民发自内心地说。群众的赞扬
正是该县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宜居民
权、生态民权、幸福民权、美丽民权”，务实重干推动跨越发展
的缩影。

秋水湖边，双园大道上，记者看到，这里白鹭翻飞，芦花
荡漾。“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象赫然入目。一批又一批来此观
光的游人在这里流连忘返。

绿色长廊里——密布的亮点

民权县境内国家
黄河故道湿地公园夕
照生辉。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人们在国家
生态公园享受天
然氧吧。

薛 皓 摄

申甘林带。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位于黄河故
道腹地的民权县
任 庄 水 库 美 如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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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鹏亮 通讯员
张 辉 摄

鸟的天堂。马 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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