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

综合施策：盈盈水色润河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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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
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
之嵯峨。”晋代成公绥的《黄河赋》
如是描写黄河奔涌。

千百年来，这奔腾不息的黄
河孕育着中华文明，也哺育着沿
黄两岸勤劳勇敢的中原儿女！

这是一段如月之恒的壮丽
征程。

当九曲黄河来到郑州、来到
中牟，又会荡漾怎样动人的歌
声？连日来，记者走访中牟县沿
黄村镇，进淤地、上堤坝、入村庄，
倾听一曲扣人心弦的黄河之歌。

中牟，黄河离开郑州的最后一站。
万滩镇，位于中牟县西北，北临黄河，水利条

件得天独厚，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白墙黛瓦的楼房、干净平坦的道路、房前屋

后规整的小菜园…… 9月 4日，走进中牟县万滩
镇七里店村，沿着村里的“便民大道”漫步，处处
是风景，恍然让人忘了这是乡村。

72岁的村民贾运河正和老伴儿在自家院里
晒着太阳剥花生；柿子树上，满满都是黄灿灿的
果实，沉沉坠着；天然气灶台上，正在翻滚的羊肉
汤浓香四溢。

院落的一角，崭新的现代化卫生间和留着岁
月痕迹的房舍对比鲜明。“你可别小看我们的厕
所，这跟城里楼房一样呢！”贾运河笑着说，“这可
完全是政府出钱把我们农民每家每户的旱厕全
都改造了，贴瓷片、通下水、装门窗……干净又方
便！你想想看，我们家现在通了自来水、有了天
然气，这么好的日子，以前跟现在可真没法儿比。

事实上，整个村庄的“微改造”还有很多处。七
里店村委会副支书安永亮领着记者在村里四处走
访。他指着村民院墙上一排排砖头堆砌而成的通
风墙说：“咱农民一向有在院子里晾晒庄稼的习惯，
镇里开展民居改造的时候，专门考虑到这一点，把院
墙上半部分垒成了通风墙，方便晾晒，好看又实用！

看着村民家规整的小菜园、小花园，安永亮
说：“在农村，家家户户都习惯在屋前屋后随意圈
地种菜，但是以前没规划，种得五花八门。村委
会征得大家同意，统一规划起来，整洁有序，大家
想种花种花，想种菜种菜。这样既节约了后期绿
植养护成本，又提高了群众参与感。”

说着、聊着，一行人走过一片小池塘，只见青
石铺路，花草摇曳、绿树遮阴，三两个村民正在闲
话家常，“鱼跃公园”的标牌颇有趣味。安永亮
说：“你可想不到，这个地方原来是村里废弃的鱼
塘，杂草丛生、蚊虫乱飞，大家每次从这儿过，都
是捂着鼻子走，现在却成了一个好去处。”

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当地实施的一项村庄改
造工程。去年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北邻黄河的万滩镇，也被纳入
郑州市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试点，七里店村由此
成为精细化改造的样板村，安装太阳能路灯、铺设
污水管道、设计树脂立面墙体……一系列美化行
动的开展，让这个黄河岸边的小村庄焕然一新。

村支部书记安文艺告诉记者：“一年来，我们
加快推动村庄管网建设、户厕改造、线缆整治、供
气供水改造等，在七里店村完成屋顶改造 120
户，铺设人行道 150米，钢筋混凝土加固雨水渠
2500米，修建绿化花池 1000米，基础设施得到
很大提升。”

“先洗脸后化妆”。目前，经过美化改造，万
滩镇城乡结合部区域环境有了明显改变，各种各
样的私搭乱建基本消除，路面、街面、村庄、楼院
卫生干净整洁,通过多举措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绣”出了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乡村新生
活。但通过乡村改造促振兴，不仅要靠外貌提
升，更需要产业支撑。村民住的环境好起来了，
如何致富成为一个新问题。

“‘面子’焕新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通过
产业支撑，让万滩镇的‘里子’更加饱满。”万滩镇
党委书记马素萍说，“近年来，当地不仅注重外部
环境整治，还立足镇情实际，以生态旅游业为产
业转型发展方向，注重吸引多方投资，带动村民
致富。”

距离七里店村不远，在万滩镇关家村的稻
草人生态农场，记者看到，开阔的草地里，一排
排紫色的豌豆花开得热烈奔放，一串串葡萄闪
着诱人的光泽，忙碌的村民，正忙着收获瓜果。

“这两年，我们对村里的大部分土地进行
了流转，引进了大型现代农业公司
在村里开发生态农场，村民来
农 场 里 工 作 ，一 天 能 挣
100多块钱，解决了附近
许 多 村 民 的 就 业 问
题。”村支部书记吴
淑芬介绍说。

“如今，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成为国
家战略。作为一
个黄河边上的乡
镇 ，我 们 从 中 受
益，也迎来了发展
机遇。”马素萍说，

“下一步，我们将创
新发展沿黄特色产
业，依托黄河沿线丰富
的湿地资源和深厚淳朴
的人文风貌，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把万滩镇打造成黄河沿线
旅游带上的观光名镇。”

秋日的雁鸣湖，如同一盏巨大的玉盘，镶
嵌在绿色乡野，浑然天成。

中牟雁鸣湖原是黄河引水工程的沉沙池，
小浪底水库建成后，雁鸣湖水利灌溉和沉沙功
能逐步衰退，因低地积沙逐渐形成湿地性湖泊。

毫无疑问，雁鸣湖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
美、因黄河而兴。保卫好母亲河、实现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是雁鸣湖地区发展路上必须拿
满分的一道必答题。

“雁鸣湖镇水域面积约有 3.1万亩，是我们
最宝贵的资源。”镇党委书记刘海玲介绍说，

“在郑州，拥有这么大比例水域的区域不多。”
以雁鸣湖为核心，运粮河、小雁河、赵口总干渠
等多个河渠湖泊在这里纵横交错、形成互为连
通的水系，加之1.2万亩的自然生态林，衍生出
雁鸣湖良好的生态环境，引来黑鹳等 78种珍
稀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泱泱碧湖蒲芦生，穆穆
鸳鸯沙诸停。水中时见鱼悠游，草中频闻鸟嬉
鸣”，描绘的正是雁鸣湖的自然生态之景。

因湖而生，由绿而兴。雁鸣湖镇努力将
“生态”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在保护好环境
的同时，反哺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
双赢。

沙窝森林公园是雁鸣湖周边生态旅游项
目的代表作之一。“建设中尽最大努力不砍树，
保留自然的原始风貌。”沙窝老板朱少锋说。

立足生态资源优势，雁鸣湖加快构建旅游
产业立体格局，连年举办的雁鸣湖大闸蟹美食
节闻名省内外，带动餐饮业快速发展；农家乐、
休闲采摘垂钓拉动周末游、近郊游，促进农民
增收。

“环境好了，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建
了这个家庭农场。”说起搞水蜜桃种植带来的
效益，辛寨村种植大户徐庆坤脸上溢满笑容，

“去年差不多挣了100多万吧。”
走进雁鸣湖北部的九堡村，只见村前文化

广场已修整完毕，村支部书记许长兴正和村民
们一起谋划干场大事。“借势发展旅游，把俺村
打造成了个集民宿、观光、休闲垂钓于一体的
美丽黄河渔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美丽的雁鸣
湖成为真实的写照。得益于环境之美，在雁鸣
湖周边，绿城、正商、永威等 7家高端房地产项
目相继布局，更为这个宜居小镇未来发展描画
出新的愿景。“这些项目建成后，将为雁鸣湖带
来更高的城市品位，引领带动居民文明素养提

升，促进产城融合，雁鸣湖将迸发新
的活力。”刘海玲说。

以河为根，以湖为题，雁鸣湖
高质量发展的最美画卷正徐徐
展开。

前行路上，何止是雁鸣湖？进
入新时代，在发展中保护、保护中
发展，成为沿黄地区重构经济版
图、挺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常态。

“当前，市委赋予了中牟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更大的责任，把中牟
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郑州东强战略、郑开同城化
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可以说迎来了
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新时期。”中牟县
委书记潘开名表示，将以“坐不住、等不
起、慢不得”的紧迫感，以勇于担当、奋起赶
追的进取心，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推动中
牟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从而担起郑开同城
化发展“桥头堡”重任，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区
域协调发展、黄河战略实施作出积极贡献。

历史，凝练成一次次选择；选择，又必开启
一段段崭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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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首回荡百年的“治黄
战歌”——黄河打硪号子

中牟县七里店村自来水、天然
气安装完毕，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

发展现代农业，
促进农民就业

中牟东漳污水处理厂，改善雁鸣湖居民生态居住环境利用黄河水打造生态稻鳖混养基地

黄 河
一路向东，从中

牟县狼城岗镇北堤
村畔蜿蜒而过。在秋日的照

耀下，这个黄河岸边的美丽村落显
得生机勃勃。

14时 30分，走在运粮河南侧平坦的柏油路面
上，只见红黄蓝绿四色勾勒出笔直的线条。道路两
侧，成片的杨树郁郁葱葱，电线杆、房屋、压力罐都
穿着漂亮衣服，绘上了美丽的荷花、锦鲤、水稻、甲
鱼……来来往往的人流，是一拨又一拨慕名前来的

“取经人”。
“为了提升改善乡村环境，今年镇里投资 200

多万元，打造了这条‘彩虹廊道’。”镇党委书记白钢
林告诉记者。站在“彩虹廊道”上向南俯瞰，稻鳖混
养示范基地稻浪滚滚，锦鲤养殖池里鱼儿抢食，分
外好看。驱车再向西行，是百亩辣椒基地、蜗牛饲
养大棚……一幅幅美景交相辉映。

“这些都是我们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特
色产业。”北堤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向平说。为帮助
北堤这个昔日黄河滩区上的穷村，摘掉“省级贫困
村”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王向平和北堤村两委干

部这两年没少费功夫。
“北堤村有五大宝，我们这里就占了三宝，锦

鲤、黄河稻香大鱼、黄河稻香甲鱼。”北堤村产业项
目负责人马海山说，“我们的稻鳖混养基地，水稻能
净化水质，甲鱼在稻田里成长，既能吃掉稻田里的
虫子，甲鱼排的粪便又能给水稻提供肥料，种植的
稻米有机、绿色、生态。”

据了解，每个池塘内循环系统都能容纳一到两
万斤锦鲤，市场价每斤 20元到 30元，刨去成本，净
利润也在每斤 5元左右，小小的内循环系统，带来
的效益可不低。

与此同时，北堤村的蜗牛养殖基地热闹非凡，
8000多平方米的养殖房内，一个个白玉蜗牛白白
胖胖，一只能有拳头大小。北堤村第一书记王向平
说：“蜗牛养殖采取‘公司+集体+农户’的经营模
式，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促进了务工就业，贫困
户马瑞江去年仅养蜗牛一项就收入一万多元。而
且，白玉蜗牛成熟期短、用途广泛，一般三个月就能
出栏，平时喂点南瓜、菜叶什么的，既方便又环保。”
王向平坦言：“下一步，我们要打造一个蜗牛产业
园，游客到这儿，可以参观蜗牛养殖基地、住民宿、
品蜗牛宴、买蜗牛面霜……”

稻鳖混养基地每年产生效益 150 多万元，
可解决 50 多名群众就业、实现收入 30 多万元；
200 亩辣椒种植基地以“村企”合作模式，每亩
产量万斤左右，每天可安排 30 多名群众务工采
摘，从 6 月底到 11 月底每天收益 100 元至 180
元；蜗牛养殖今年扩大规模后，可带动 15 户贫
困群众养殖或扩大养殖规模，为集体经济增加
10 多 万 元 的 收 入 ……“ 养 蜗 牛、摘 辣 椒、种 水
稻、卖锦鲤，通过发展产业项目，村集体收入增
加了，群众腰包也鼓了。”北堤村支部书记朱建
忠掰着手指头说。

靠水发展，借河致富。凭借独特的黄河风光，
这个小村庄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北堤
村的发展，是中牟黄河流域地区百姓脱贫致富的一
个缩影。

“国家实施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根本
目的就是让咱沿黄地区的老百姓过得更好。狼城
岗镇地处黄河滩，民风淳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
镇。身在其中，我们更应该依托黄河独特的地理优
势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把狼城岗打造成
黄河岸边特色风情带，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小康之
路。”白钢林说。

生态“蝶变”：鱼肥椒红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