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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绿交融故道美 出彩民权惹人醉
——民权县生态文旅发展走笔

本报记者 闫鹏亮

《庄子·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
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2300多年前，伟大的思
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就告诉人们，人效法于天地，
顺应自然，不妄自造作。近几年来，民权县依托独特的自

然禀赋和厚重的文化资源，遵随自然，循道而上，守好绿
色碧水，护好净土蓝天，“生态饭”越吃越香甜，“文旅
糕”越做越时尚，“生态+文旅”促进了地方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逐步提升。

地处黄河故道腹地的庄子故里民权，这
里的林、这里的水，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寻

“道”蝶变和升腾，给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带
来天籁的安详和无边的福祉。

有水就有灵气，有林就有绿色，而水和
绿又孕育了万物的生命。民权，这座镶嵌
在黄河故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因为国家
生态公园和国家湿地公园而蜚声中原，特
别是去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国际重
要湿地名录后，更加名扬全国。这里春有

花、夏有绿、秋有果、冬有雪，近年来，四面
八方的旅游爱好者纷至沓来，尽情地享受
大自然的恩赐。

来民权县考察湿地建设和保护工作的
一位国内知名专家告诉记者，民权境内的
6万亩人造防风林带好像小城的肺，10万
亩水面就好像小城的肾，有了先天的元气
和后天的给养，这小城就好像一棵得了水
肥阳光的参天大树，郁郁葱葱异常茁壮。

民权，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

外，还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
交通优势，郑徐高铁、陇海铁
路、连霍高速、郑民高速横穿东
西，民菏、民太省道纵贯南北。特别
是今年8月24日，民权通用机场首次试飞
成功，给未来民权的发展蓄势赋能，民权
已跃入通航时代，这对新业态的调整、构
建立体式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促进地方
产业转型升级、释放消费能力、拉动居民
就业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有人说，民权是“生态之城”，殊不
知，民权还是底蕴丰厚的“文化之城”。

民权的文化更是一部厚重的历史读
本，早在 2300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
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诞生于此，民权
也因此而被命名为“中国庄子文化之乡”。

民权有“史上第一个联合国”之誉的
春秋时期齐桓公九会诸侯的“葵丘会盟台”；

有康熙三下寻父的中州四大名寺之一的千年
古刹白云禅寺；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双状元
塔”；还有南朝才子“梦笔生花”江淹故里江集
村；还有近年来闻名遐迩的“中国画虎第一村”。

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与风光旖旎的鲲鹏、
秋水、龙泽三大湖泊以及“河南塞罕坝”之美誉
的申甘林带交相辉映，这些人文和自然景观，像
一张张熠熠生辉的金色名片，为民权文旅融合
打下了丰厚坚实的基础。

文化和旅游，是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双
面绣”。文化是旅游的根和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
有活力。

智慧的民权人让自然景观和厚重文化携手联姻，亲密
嫁接，着力做好文旅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

该县文化旅游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几年来，他们以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文
化旅游、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创建了庄子文化 3A景区、王
公庄 3A文化景区、赵洪坡民俗文化村 3A景区、白云禅寺
2A景区，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个、省级乡村旅游特
色村7个、省级生态旅游示范镇1个、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1个。今年6月，民权被评选为河南省文化旅游消费示范
县创建单位。

县长王静娴告诉记者，传承黄河文化，要“以古人之
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未来几年，民权将建设黄河故道第一家博物馆、
豫东第一家紫薇盆景基地等，打造全县第一家 5A级风景
区，积极搞好庄周梦蝶田园综合体、野生动物园风景园区
开发和建设，打造黄河故道国际观鸟旅游度假区、黄河故
道风情园、湿地科普文化馆、窑厂工业遗址公园、航空产
业园等，推动景区度假化、度假区生活化。让民权的文旅
活起来、热起来、火起来，让游客们吃得放心、住得舒
心、玩得开心。

蓝图已经擘画，大幕徐徐开启。眼下，民权的全域旅
游发展如火如荼，生机无限，他们以项目引领，做大做强
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以此来带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逝者如斯，白驹过隙；文明基因，代代赓续。相信
庄子故里民权的生态会越来越美、“文旅蛋糕”也会越
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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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禀赋底蕴厚

着力打好“生态牌”
民权县境内有 52公里的明清黄河故道，风沙、盐

碱、内涝是昔日的真实写照。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现在，民权建成了国家生态公园和国家湿地公园，“荒
沙原”变成了黄河故道“小江南”，四季美景不断，来过
这里的人们纷纷给民权点赞，申甘林带被誉为“河南塞
罕坝”，有万亩槐林，每到春季槐花盛开，蜂恋蝶绕，宛
如童话世界。

据民权县委书记张团结介绍，民权一直吃的是“生
态饭”，以前是砍树吃饭，用林换钱，现在是植树造林，
保护湿地水源，用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同样是生
态饭，“吃法”不一样，观念一变天地宽，现在是生态饭
越吃越香甜。

据悉，民权黄河故道有3座中型水库，面积近10万
亩，是商丘市的饮用水水源地。近年来，民权对黄河故道
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保护行动，清除网箱，退塘还湿，
拆除违建，栽植生态涵养林4万多亩。

民权湿地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这里已成为
珍稀鸟类的幸福家园。世界仅存不足千只的极危物种
青头潜鸭在民权栖息就达266只，是全球最大的青头潜

鸭栖息繁殖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就是黄河故道湿地成为国际重

要湿地的重要原因。早在2017年4月，民权就被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授予“中华青头潜鸭保
护地”的称号；2018年河南省野生鸟类观察学会民权分
会成立，同时被设为河南省野生鸟类观察学会研究基
地；2021年4月22日，河南省第40届“爱鸟周”启动仪式
暨民权现场会在此召开，并举行了民权黄河故道国际重
要湿地揭牌仪式，极大地提升了民权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2021年7月7日—9日，新华社以黄河故道生态保护
为专题在民权黄河故道国际重要湿地进行了全球中英
文现场直播，进一步展示了民权生态保护的成效。

好的生态，让农产品更优。全县形成了80万亩的
优质农产品种植基地，葡萄、花生、莲藕等 8类产品
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花生被认定为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民权被评为全国农作物绿色防控
示范县。

好的生态，让发展后劲更足。“民权生态美”现已成
为招商引资的一张王牌。万宝、澳柯玛、英诺绿能等国

内外知名企业纷纷落户民权，成为全国知名
的制冷设备产业基地。2018年，万宝集团董
事长周千定先生来民权考察，在黄河故道秋水
湖边看到湖水清澈见底，情不自禁捧起就喝，
直夸水清甜。很快，万宝集团追加了 2个多亿的
投资。

好的生态，让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更高。民权先
后荣获“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健康小城”“中国森林
体验基地”“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称号，
全县现有百岁以上老人104人。

护好水和林，端稳聚宝盆。民权的决策者们紧紧
围绕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做文章，着力把民权建设成为
故道上一颗靓丽明珠。“十四五”期间，民权将建设一座
现代化综合性的湿地文化科普馆，融湿地文化、故道文
化为一体，全方位展示民权黄河故道文化内涵和丰富
资源，提升自身科普宣教能力；成立青头潜鸭科学研究
中心，打造青头潜鸭科研基地，加强与高校和科研组织
的合作，共同做好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的保护和科
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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