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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再出发”

特别报道

新乡新乡新乡新乡 我家就在岸上住
平原晚报记者 刘志松 丁艳冰 刘萌萌

黄河流经新乡的174公里，滩区面积居全
省之首。滚滚河流滋润了广袤无垠的牧野大
地，阵阵涛声回荡着牧野儿女的动人故事。博
浪沙畔，陈桥驿旁，五谷丰登，稻米飘香；中原崛
起，美丽新乡，乡村振兴，绿色希望。这串起了
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原阳县、封丘县和长垣
市的母亲河，流淌过21个乡镇504个行政村，数
十万名群众仍然枕着波涛入眠，听着号子耕种。

面临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新一
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
大历史机遇，新乡市委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和
沿黄县（市）、区要对照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目标任务，谋划、策划、规划好沿黄生态带建
设；抓好森林新乡建设、湿地保护和环境污染
治理；重视防洪安全、水质安全、生态安全；做好
沿黄流域节水、用水文章；挖掘提炼黄河文化的
精神价值，传承创新黄河文化的表达方式，实现
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笑盈盈迁入幸福城
童年时黄河的水患让全国人大代表、

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金不换记忆深刻：“我
家就住在黄河边，小时候黄河水一泛滥，整
个村子都淹了，什么家禽家畜，床板木头都
在水里漂。”多少年来，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
明，滋养着一方水土；水患和特殊地质又制
约着经济发展。群众盼着，既能留在故土，
又能过上幸福平安的生活。“我觉得黄河精
神就是敢于担当、敢于作为、敢于做事。”金

不换说，黄河赋予中原儿女的还有经过磨砺
的优秀品质，让我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够不怕
苦不怕累，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新生活。

“我家住在柳月湾，家乡的美景赛江
南。”这动人的歌谣，萦绕在黄河岸边。一
曲《我家住在柳月湾》，唱出了原阳县官厂
镇黄河滩区九龙泉、刘庄、三合庄等 8个村
庄 1676 户群众的激动心情。新乡市启动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计划后，这千余户居民

顺利地搬进了美丽的柳月湾社区。当地群
众创作了这首讴歌新时代新家园新生活的
歌曲，在社区广为传唱。

看着小区内建好的广场、公园等娱乐、
教育、养老等设施，村民蒋俊飞满脸幸福，

“新社区干净漂亮设施全，小学幼儿园中学
都有，孩子出家门就能自己上学，这多省
心！”按照新乡市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计划，共
规划建设10个安置区、全市16万需要搬迁

的滩区群众中，已搬迁入住 3.4万人，5.1万
人分房到户，其余群众也都将在今年底全部
搬迁入住新居，在新家园继续属于他们的新
时代黄河故事。今年4月18日，郑平公交正
式上线运营联通黄河两岸，穿梭于两个城市
之间。郑平公交的运营，为推进郑新一体化
发展，促进黄河两岸互联互通，为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和郑州大都市区、中原城市群建
设提供了有力的交通服务保障。

代表委员 话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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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踏步走上富裕路
“盐店庄，荒滩地，晴天沙，雨天泥，种

啥不长啥，天天饿肚皮。”这首曾经流传在
平原示范区桥北乡盐店庄村的顺口溜是曾
经黄河滩区的真实写照。近年来，在党的
政策引领下，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盐店庄村
走出了一条种植桃树的新路子。村子近
80%的土地都种桃树，成为全省最大的集
中连片桃树种植基地。随着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一条条进
滩公路修到家门口，实现了滩内滩外互通
互联，春天赏桃花，夏天摘鲜桃的游客络绎
不绝，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今年春天，平原示范区启动黄河滩区
“1123”工程，计划以盐店庄村为中心，辐
射周边多个滩区村镇，打造一个万亩桃林
生态旅游综合体，壮大乡村特色旅游，引

导群众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延伸，让滩
区的转变惠及更多滩区群众。 黄河流经
封丘 56 公里，是当地最为重要的生态廊
道。依托黄河大堤这道绿色屏障，封丘县
规划了“两带”“两区”和“一城一园一传
承”的铜瓦厢生态带，继续谱写黄河生态
廊道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振兴滩区经
济上，长垣市在黄河滩区勾画了发展腾飞

的蓝图：对滩区乡镇所有农田基础设施进
行提升改造，实现滩区全境耕地保护和
质 量 提 升 ；发 展 高 效 农 业 ；对 501 个 村
进行风貌提升、绿化亮化、雨污水管网
及公共基础配套设施等；重点发展现代
农业、美丽经济、生态产业，打造万亩花
田林海，打造“滩上草原”，全面提升农业
综合效益。

埋头干打造绿世界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勃笔下的如诗画般的美景如今在封丘黄
河岸边处处可见。陈桥镇位于封丘县城南
15公里处，旅游资源丰富。陈桥镇东湖是
新乡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
里栖息着青头潜鸭、震旦鸦雀等濒危珍稀
鸟类。封丘县以保护黄河生态、发展乡村
旅游为明确方向，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宋源
文化为切入点，计划联通水系 11公里，新
建8座公路桥和30座湿地景观桥。全部建
成后，陈桥镇将呈现水系环村、花海美村、
森林围村的美丽景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
州水镇”。

九曲黄河一份情，两岸绿林四季清。
在《2020年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工作要点》中，平原示范区生态廊
道建设被确定为示范工程之一。蜂舞蝶
忙，花草相映。在平原示范区沿黄生态大
道两侧，多点连片的特色花圃、果廊、草甸，
正在将这里装点成岸绿景美的生态长廊。

2017 年初，新乡市委、市政府开始谋
划推进沿黄生态带建设，邀请北京林业大
学相关专家启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围绕
郑新深度融合，突出以绿为底、以水为脉、

以人为本、以文为魂，谋划建设生态更优
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的沿黄生态
带。根据规划，新乡市要将沿黄生态带建
设成黄河岸边的山水园林、郑新融合的生
态纽带、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发展文旅康养的
重要平台、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先行区、城乡
统筹发展的试验区、华夏文明的传承创新
示范区。

目前，新乡市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按照
“构建生态、生活、生产、景观、文化五大空
间，协调发展大生态、大农林、大健康、大科
技、大文旅五大产业”的理念，大力推进 46
个重点项目建设，切实提升滩区基础设施
水平和发展生态休闲、旅游观光产业。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党和国家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着眼全国发
展大局、完善国家发展战略布局、
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
举措。”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新乡市第一中学数学教师赵鸿涛
对黄河有着深深的感情。

赵鸿涛说，黄河流域是我国
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资
源和能源的富集区、国家粮食生
产核心区。黄河在河南流经七个
地市，新乡市是黄河下游之首。
黄河在新乡市全长 17４公里，流
域面积达4500多平方公里。千百
年来，新乡人喝着黄河水、享受着
黄河文明的滋养，也经历着黄河水
灾带给我们的切肤之痛。习近平
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党中
央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顶层设计，是事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19年新
乡市委市政府举办了《黄河保护与
发展论坛》，成立了沿黄生态建设
机构，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方面我们立足实际，把握规
划方向，抢抓发展机遇，黄河沿岸
林带越来越长、稻香越来越浓、湿
地越来越美、珍禽越来越多、公路
越 来 越 宽 、环 境 越 来 越 美 。

“黄河宁，天下平。”赵鸿涛
说，作为新时代的黄河儿女，我们
要传承黄河文明，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用我们的智慧
保护黄河，用我们的勤劳扮靓黄
河，让新乡成为黄河下游最璀璨
闪亮的一颗明珠！

平原晚报记者 刘志松
丁艳冰 刘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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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开嗓唱出新黄河

“万里黄河一百道弯／这第九
十九道就在封丘县／封丘县土地
长盐碱／还出了一百八十台小窝
班……”漫步在黄河堤岸上，封丘
县豫剧阎（立品）派传人、新乡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祥符调的代表性传
承人，76 岁高龄的豫剧名家朱巧
云在轻声吟唱起她作词作曲的《祥
符调》，熟悉的祥符调响起，萦绕在
耳畔的是黄河水的波澜壮阔和黄
河文化的生生不息。

作为河南豫剧的母调，祥符调
引领着豫剧的发展历史，并不断影
响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用戏曲讲
好河南故事，讲好黄河故事。”作为
喝着黄河水长大的豫剧表演艺术
家，金不换对黄河和黄河文化有着
与生俱来的热爱。为推动农村文
化开展，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受到艺

术的培养，他在家乡建立了中国豫
剧祥符调艺术馆。他定期组织豫
剧艺术家们走入农村，让农民对豫
剧越来越有感情，让艺术家们更接
地气。

新乡沿黄地区历史文化源远
流长，其中饮食文化发展也十分兴
盛。说到饮食文化，就必须提到中
国四大“厨师之乡”长垣市。以长
垣烹饪技艺为核心的长垣菜是整
个豫菜中具有基础地位的重要部
分，也是中国烹饪主要发源地之
一，为中国的烹饪文化传承和发展
发挥着重要作用。2006年，长垣烹
饪技艺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长垣市历来与黄河相依共存，
其兴衰与黄河有着莫大的关系。
2017年，长垣市成功申报“国家级
黄河水利风景区”，在长垣河务局

的倡导和长垣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

当地正在逐步筹建黄河文化博物
馆、黄河文化主题公园，以充分挖
掘黄河文化，发挥母亲河的综合
效益。

原武盘鼓、五柳集抬阁、李金
梅毛笔制作技艺、长垣烹饪技艺、
长垣酎酒酿造技艺……黄河是人
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漫长
社会发展中，新乡沿黄地区形成了
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听，高亢雄浑的黄河号子在九
曲黄河边回荡，这是长垣市苗寨镇
宗寨村的老船工在黄河边拉纤喊
号子。老船工们每人紧攥着一根
绳索，在领号者的带领下，十分默
契地“嗨——哟”吼应着，劈波斩浪
的大船向着前方驶去。凝聚了
4000 年黄河魂的号子，像是黄河
的另一种咆哮声，喊出了牧野儿女
团结一致不屈不挠奋勇前进的无
畏精神。明天的黄河两岸风光必
然更加秀美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