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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梁园区刘口乡的天沐湖清澈见底，吸引着不少游客到此游玩。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市区的汉梁文化公园草青水碧，风光旖旎。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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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鹭起舞。今年十一长假，商丘古城东门外，新湖试水，万千白鹭灰鹭等候
鸟不请自来，翩翩起舞、追逐嬉戏，自成一景。 本报记者 郭文剑 摄

白鹭逍遥。黄河故道任庄水库，天蓝水碧，每年秋天总会有白鹭云集，或空
中群飞，或树林栖息，或草丛徜徉，或水上觅食，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郭文剑 摄

鸟类翔集。每年都有数万只从南方飞来的白天鹅、野鸭、雁鸥、白鹭等珍稀
鸟类翔集睢县北湖，在此停留、嬉戏。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经过治理，市区内的运河成为水质清澈、环境优美、风景宜人的绿色生态景观带。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示范区贾寨镇马楼水库碧波荡漾，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日月湖美景如画，成为了一颗璀璨的城市明珠。 本报记者 崔申义 摄

日月湖樱花岛内被数百株樱花树覆盖，在周围水面的映衬下如梦如画。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商丘的水为什么这么绿？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说说商丘为什么有这么多水。
商丘虽是中原腹地，但自古就水网密布。隋唐大运河曾横穿豫东平原，古时的黄河也

经过商丘。虽然现在古运河只留下干涸的身躯，古黄河也早已改道，但是，她们却给商丘
留下了众多的河流和湖泊。

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我市秉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打好打赢环境污染攻坚战。随着水污染防治的深入推进和水生
态环境全力营建，中原水城的景观开始恢复，社会发展的动能开始彰显，人民安居的信心
开始坚定。

以“渠通、水清、岸绿”为目标，我市全力治理中心城区九条内河。迎寒风、斗酷
暑，河道清淤、生态护坡建设、截污纳管、海绵城市营造、污水处理厂高效运行，随着一
项项工程有条不紊地高质量推进，仅两年的时间，九条河的景象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商丘古城8000亩护城湖清淤扩容工程当前已初显峥嵘。在深秋时节，粼粼波光映照晚
霞，群群水鸟翱翔湖面，这里有“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更有胜过“落霞与孤鹜齐
飞”的生态。

与护城湖脉脉相望的，是展现商丘现代发展成就的日月湖。这块集调蓄与生态功能为
一体的大湖，自规划建设之日起，就肩负了引领商丘未来发展的使命。这使命，既有高质
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又有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践行。如今，1.17平方公里的湖面，生态良
好，景色宜人，成为市民生活休闲的常去之处。

黄河故道是历史对商丘的馈赠。近年来，我市以打造黄河故道生态走廊为主线，相继
开展了一系列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全力营造商丘的大生态环境。如今，绵延134公里的
故道走廊水质清秀、绿植丰茂、产业鲜明、人气高涨，成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石。

在水生态治理方面，各县（市、区）也是不遗余力。你看那睢县北湖、梁园区天沐
湖、柘城容湖、虞城两河口、夏邑古运河，哪一处不是烟波浩渺，哪一处不是碧水留情。

要问商丘的水为什么这么绿，那是因为商丘珍惜历史遗产、珍惜生态资源，明白永续
发展的要求，明白生活幸福的来源。所以，我们要治理好、保护好、发展好商丘的水资
源，以水润城，赋灵于城。 文字/本报记者 祁 博

梁园区孙福集乡境内黄河故道波光粼粼，鱼翔浅底。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宁陵县东南湖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高会鹏 摄夏邑县古运河穿城而过。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柘城县容湖风光秀丽，拥有丰富的植被和水鸟。 本报记者 傅 青 摄 虞城两河口公园沿河而建，水清树秀。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永城市水清河畅岸绿景美。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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