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和城市的拥抱

绿色和流水的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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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走进森林，让森林拥抱城市。这几年，梁
园林业人把打造“林城和谐”的宜居环境，作为创建
工作孜孜不倦的追求，铿锵的步伐坚实有力。

为了全面推进创建工作，他们坚持实施大宣传，
营造大氛围，利用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发
动，组织员工和志愿者走向街头，深入群众，悬挂横
幅，设计展板，发放彩页，生态建设的激情波动全
城，在梁园人民的心目中产生了共鸣。

在城区，在镇区，在公路，他们按照“推门见
绿、放眼皆绿、见缝插绿、有路必绿”的规划蓝图，
大力实施城区绿化、亮化和美化，城市人居环境得到
了大力提升。

据统计，这几年，梁园城区新增绿化面积328万

平方米，新建了青年公园、康林河运动公园、锦绣绿
地、高铁商城绿地、铁三局绿地等 53处绿地；高质
量完成了希望大道、梁园路林苗一体化建设，同时对
八一路、天瑞路、新兴路、锦绣路等 12条区管道路
进行了绿化提升和改造；对流经区内的包河、万堤
河、忠民河、康林河、古宋河5条城市内河实施高标
准绿化；完成了连霍和商周两条高速 35.8公里 3727
亩的造林工程，完成了济广和商登两条高速植树和景
观线路造林，真正做到点、线、面结合，乔、灌、草相依，
使农村和城市森林生态体系无缝对接，完美结合。

多年来，梁园区委、区政府每年都将生态建设资
金列入年度预算，三年累计投入 20.41亿元，其中在
城郊投资6.4亿，在城区投资14.01亿元，为生态建工

作提供了资金保障。
2016年 6月 26日，国家林业部宣传办主任程红

一行莅临梁园调研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先后到黄河故道环城防护林、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刘
口乡小杂果示范园区进行实地察看后，认为国家林业
部创森的两个意图“大地植绿”和“心中播绿”在这
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落实，对梁园强力支持创森工
作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2016年 9月 19日，商丘
市被国家林业局、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授予

“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这也是当年获此殊荣的
全国唯一一个平原农区森林城市。

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而今，梁园
人民又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向
着更高的目标迈进。他们坚信，当春风吹来的那一
刻，当杨柳吐絮的那一刻，当大地染绿的那一刻，忠
诚担当的梁园人更加骄傲，更加自豪，满怀激情迎接
明天的太阳。

行走在这片热土上，美丽的故道风光就在眼前。
这里密林葱茏、花香水碧、夕阳晚照、渔歌悠扬，从东向
西分布着一万亩水面、一万亩森林、一万亩湿地。如
今，梁园区依托黄河故道留下的森林和湿地，致力于生
态旅游建设和开发，把“三点一线”的一万亩水面、一万
亩森林和一万亩湿地以不同风格进行规划建设。

梁园区刘口乡有着“千年古镇”之称，说起刘
口，绕不开古黄河的故事，据史料和遗存碑文记载，

自金大定年间，黄河流经于此。当时，有一个刘姓大
户在此建村，取名刘家口，也称刘口，后改名徐隆
店。刘家人依河经商，开辟了黄河渡口。到清咸丰八
年，这里一直是黄河下游的一个重要渡口，成为当时
闻名遐迩的“水旱码头”。据《刘口志》记载，当时
的水旱码头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1.5公里，担负着
南北各省物资流通任务。那时的渡口商贾云集，生意
红火，“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为兵家必争之地。至今，当地人仍然传颂着这样一句
顺口溜，“金道口，银马牧，不如刘口一晌午”。

故道、故乡、故园、故土、故事……这是刚刚设
计完成的《黄河故道生态保护综合旅游区概念设计》
的主题词。这个设计的政策导向在于，适应国家提出
的“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体现“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紧扣市政府提出的“一廊
提升”总体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梁园区顺势而为迎势而动，大力
发展生态经济，依河傍水开发生态旅游，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他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意识，弘扬塞罕坝精神，努力构建生态宜
居、林茂粮丰、乡村美丽的新格局。

在梁园古老的黄河故道上，一万亩森林郁郁葱
葱，一万亩水面碧波荡漾，一万亩湿地沙鸥翔集。以
百年槐林为基础的十里密林风光旖旎，四季如画，让
人流连忘返。

几年来，梁园区扭住绿色发展不放松，瞄准生态
建设不走神，紧抓“创森”机遇不分心，紧紧围绕

“林业生态建设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两大主题，按
照“社会造林、科技兴林、依法治林”的原则，大力
推进生态建设，为商丘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出了梁园
应有的贡献。

这几年，梁园区坚持组织冬春两季植树造林，区四
大班子领导坚持每年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带领党
员干部走进故道林区参加植树，区直机关单位、社会各
界群众和青年志愿者同时组成植树大军投入植树大战。

梁园区始终把绿色建设的重任扛在肩上，挂在心
上，抓在手上，一年一个新气象。2013年，完成创
森工程 3675亩，2014年完成创森工程 5205亩，2015
年完成创森工程21617亩，2017年完成义务植树3000
亩。2017 年 2 月 5 日，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市直各单
位、驻商部队官兵、梁园区广大干部职工近 2000人
参加了黄河故道植树造林活动，当日共栽植银杏树
4445株，栽植面积近 200亩，营造了一个 2.5公里长

的银杏大道风景林。2018 年全区义务植树 4000 余
亩，义务植树尽责率90％以上。

从去年 9月到今年 1月，梁园区先后开展了冬季
造林百天大会战和春季造林50天大会战活动，完成了
连霍和商周两条高速公路 35.8公里的植树工程，造林
面积 3727亩；完成了济广和商登两条高速公路 14.9
公里 2208亩的造林面积。完成了景观线路造林 2197
亩、城区片林 350亩、农田林网 2100亩、城镇社区绿化
1270亩。

通过实施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和林业生态建设工
程，建成了22条260公里的绿色廊道，形成了以防护
林工程为重点的网、带、点、片相结合的农田防护林
体系，其中，较大的防护林带共有 6条，这 6条生态
防护林带犹如四道天然绿色屏障，阻挡了风沙，确保
着故道以南 60多万亩农田和大堤以北 26万亩沙化土
地的增产增收，保护着商丘城市的生态安全，更为商
丘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年前，省
创森工作评审组专家巡视生态绿化建设，为梁园区有
这么多的森林和大树而“点赞”，谆谆告诫梁园一定
要保护好这笔财富，这是商丘争创国家森林城市的本
钱，有了它，“创森”工作就有了底气，就有了信
心，就有了保证。

资料显示，目前，梁园区现有林地面积 32.42万
亩，“四旁”（路旁、沟旁、渠旁和宅旁）植树面积
4.34万亩，活立木蓄积量 373.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
率 31.79%，城市绿化覆盖率 43.71%，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12.88平方米，林业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了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标准。

在大力搞好依河沿岸和农田林网“补植补造”的
同时，他们还从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考虑，加大
林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科学发展林下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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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刘口乡大樱桃闻名遐
迩，孙福集乡山药誉满中原，谢集镇优质葡萄名扬神
州，双八镇优质草莓喜迎八方客人，水池铺乡优质辣
椒走上了全国蔬菜市场。以苹果、李子、葡萄、大樱
桃、优质桃、薄皮核桃为主的小杂果种植，丰富了黄
河故道 33公里的生态廊道，形成一道甜美而亮丽的
风景线。

既要林茂盛，又要林健康。为保护全区的造林绿
化成果，梁园区选派森防专业人员深入林区定期调
查，他们利用飞防、人工和生物相结合的立体防治手
段，确保森林茁壮成长。在森林防火、控制采伐、野
生动物保护和木材市场管理等方面，时常做到警钟长
鸣，一丝不苟，同时，他们对辖区内三陵台、清凉
寺、裴武庄等地的 2000多棵古树名木挂牌登记，编
号在册，全年检测，按时养护，有效地保护了全区森
林体系完好无缺。

渔歌和夕阳的交织

“三个一万亩”故道林水生机盎然
本报记者 单保良

这 是 一 片 充 满 传 奇 的 热
土。160多年前，古黄河流经梁园，在

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一条老河、一段故堤、
百里荒野和几户人家。曾几何时，风沙和

盐碱让豫东人民吃尽了苦头，
历史不堪回首！

历经百年沧桑，荒沙变良田。而今，
在这片承载着酸甜苦辣的黄土地上，梁园
人民战天斗地、锁风沙、治盐碱、造森
林，硬是把这片荒芜的土地打造成豫东商
丘的“城市后花园”，神奇般地创建了平原
农区“国家森林城市”的奇迹。

在 这 条 充 满 艰 辛 的
“创森”征途上，梁园区广大干群胸
怀忠诚，肩扛担当，认真按照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一廊提升”战略部署，加快实
施生态建设，出色地完成了历
史使命！

有“绿色长廊”之称的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水域面积1万多亩的天沐湖碧水荡漾。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黄河故堤上绿树成荫。 本报记者 魏文慧 摄

美丽的康林河运动公园。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游客在天沐湖乘船游玩。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黄河故道上的高效农业园。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以上四幅图片说明（由上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