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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漫步林间，一排排、一行行树木高大挺拔、遮天蔽日；驻足其中，闻着清香四溢的槐花香、听着不绝于耳的鸟鸣声，心生涟漪。这里的风景是一幅花团锦簇的画，流动
着丰富的色彩，仿佛吸纳了春天的所有元素。

上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风沙顽固，给当地带来沉重灾难。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着手改造这片沙漠化的土地，在黄河故道两岸、风沙浪口，营造一条西起申集、东至甘庄的
立体防护林带——申甘林带。

现在的申甘林带宛如碧龙蜿蜒，横卧于黄河故道，年复一年，栉风沐雨，锁风镇沙，巍然屹立，呵护着民权县40万亩良田和几十万群众免受风沙的肆虐。

黄河故道生态走廊探访全媒体采访活动示意图

策划：郭文剑
统筹：宋圣英 张浩哲 孙克东
执行：闻 力 秋 影 李艾凌 袁正建 吴 涛 靳文庆

李瑾瑜 傅 青 魏文慧 闫鹏亮
美编：苏新诗

申甘林带：黄河故道上的“绿色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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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卫国说，现在的申甘
林带成了旅游观光胜地，而
且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营造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

申甘林带有成片的葡萄
园、苹果园和花生地。十几
年前，林带内开始种植大量
芍药、丹参、留兰香等药材。
对沿线村民来说，林带给他
们提供了放牧空间，林下的
羊、鸡、鸭等成了另一道风
景。酷暑季节，这里的温度
比外边低二三摄氏度，很凉
爽，那时的游人也最多。

民权县程庄镇的申集村
是申甘林带西面的起点。该
镇总人口 10多万人，全镇辖
54个行政村、104个自然村，
其中申集村有3000多人。该
镇镇长赵军说，依托黄河故
道和申甘林带的天然优势，
申集村发展起大棚蔬菜种植
200多亩，主要种有豆角、辣
椒、包菜、四季梅和西葫芦
等。

比起申集村，程庄镇江
集村因为江氏宗祠更是声名
远扬。江氏宗祠目前正在升
级改造，在祠堂内三面墙壁
前罗列着江氏历代名人的碑
位。宗祠里79岁的江洪德介
绍，江集村有近4000人，江姓
人家占80%以上。

村里的老人说，汉朝前，
江集村有赵庄、李家岗和江
家集3个村庄，南北朝时江氏
家族人丁兴旺，逐渐发展壮
大，3 村合成一村，故名江
集。江氏宗祠、江淹墓、驸马
故遗址、火神庙遗址、娘娘庙
遗址、三套井遗址和光绪年

间古建筑，成为该村的历史
文化符号。古韵古香的历史
气息与风光无限的申甘林带
相互融合，吸引众人。

黄河故道沿线的乡镇，
似乎都曾有过相似的命运。
临近申甘林带的野岗乡与古
黄河交集更深。野岗乡党政
办主任刘仙道说，该乡原叫
野鸡岗。野鸡岗本是一座小
土岗，土岗上常常有鸡鸣
声。以前黄河决口泛滥成
灾，跑到这片高地上避难的
人们，均幸免于难。上世纪
80年代，野鸡岗改叫野岗。

野岗乡的白皮酥梨是出
了名的，最早的梨树已经100
多年了，目前梨园面积已有
数万亩，不少农户靠种植梨
树发家致富。

依托黄河故道滩涂地，
野岗乡还搞起了万亩良田国
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业
示范良田，现有9600亩，主要
种植小麦、玉米和花生，涉及
户庄、常马口、雷庄和郑北等
村庄，小麦亩产量平均达到
1300斤。

良田南侧的常马口村原
是一个渡口。村子紧挨故
堤，我们的摄影记者魏文慧
启用了航拍机，通过航拍机
俯瞰，一排排房屋高低不平
却错落有致，村庄、故堤与万
亩良田遥相呼应，景色宜人。

傍晚时分，我们再次进
入申甘林带，夕阳发出万道
光芒，映照下的柏油路面也
金光灿灿，真可谓“万亩林带
吸金来”。

（执笔：商丘报业全媒体
记者 宋亚威）

申甘林带一景 商丘报业全媒体记者 贾晶晶 摄

民权县林业局局长连卫国介绍，
素有“绿色长城”美誉的申甘林带地
处黄河故道腹地，距民权县城 4 公
里。它西起程庄镇的申集，东至绿洲
街道办事处的甘庄，东西长约 24公
里，南北宽2至4公里，人工林面积近
5万亩，是全国四大平原人工防护林
带之一。该区域的森林覆盖率达
82%，有植物 100多种、陆生动物 180
多种，被列入野生动物保护的有 10
多种。

穿梭于申甘林带，一路花香一路
歌，闻着淡淡的槐花香，耳边传来不
绝于耳的鸟叫声和蜂鸣声，脚下是平
坦的新柏油路，眼前是一派绿意盎然
和百花齐放的画面。

不经意间踏入了一片槐树林。
挺拔的老槐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枝头的槐花已经完全绽开，展现着它

独有的芬芳。随行的连卫国和民权
林场申集分场场长赵思红说，这槐树
是申甘林带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树木
了，栽植于上世纪70年代；栽植于50
年代的树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上的民权曾是古黄河流经
之地。由于中游的河水沙多水少，长
年累月，下游的河床逐渐增高，加上
黄河多次改道，民权这片土地沙漠化
凸显，故道也高出地面十几米，像一
条巨龙弯弯曲曲俯卧在民权大地，凸
显伟岸苍茫。

黄河的改道北移，使故道沿岸百
姓摆脱了决口泛滥之灾，但留下的风
沙、盐碱给群众造成严重影响。

风沙如猛虎，盐碱似野狼。防风
治沙，改造生存环境，过上衣食无忧
的日子，是故道百姓最大的梦想。新
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府开始着手改造
这片沙漠化的土地，并成立了豫东沙
荒管理处，围绕“固风沙、除涝灾、治
盐碱”主题，领导 10余个县的干群沙
荒造林，在黄河故道两岸、风沙浪口，
营造一条西起申集、东至甘庄的立体
防护林带——申甘林带初见雏形。
1953年 4月，沙荒管理处撤销，成立
民权林场，经营面积11万亩。

上世纪60年代初，连续3年的自
然灾害，中国社会陷入困难时期，申
甘林带遭遇厄运。“那时候林带槐树
多，老百姓四处逃荒，树叶也成了美
食，大量树木连枝带干都被毁掉了。”
民权林场有关负责人说，整个申甘林
带大部分遭遇破坏，风沙再起。

这次灾害过后，民权林场收归国
家林业部，宁陵林场、睢县林场和杞
县林场均属民权林场。

近年来，民权林场瞄准国家西部
大开发、退耕还林、绿色通道和城市
园林化建设等这一有利商机，积极引
导职工大力发展苗木生产。为了更
进一步合理利用申甘林带的资源优
势，全面启动了申甘林带生态旅游基
地的开发建设系统工程，建成植物
园、游乐园、花卉园、优质水果园等园
区建设。

“现在的申甘林带已今非昔比，
它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防风固沙的
固有意义上。”赵思红是位“老资格”，
其父亲、儿子和他三代人均在林场工
作，所以她对这里的感情极深。其
实，在民权林场员工队伍里，有许许
多多的“三代人”守护林带。

营造多重效益同步发展

风沙肆虐之地变为生态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