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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文旅融合合 水城焕发新活力水城焕发新活力
本报本报““商丘非凡十年商丘非凡十年””全媒体报道组全媒体报道组

豫东睢县，千年古城。这
里万亩湖面碧波荡漾，被誉为

“中原水城”。
睢县是历史文化名城，全

国百佳深呼吸小城，拥有国家
4A 级北湖旅游景区。县城内北
湖、苏子湖、濯锦湖、恒山湖
等 9 个湖面星罗棋布，袁家山、
圣 寿 寺 塔 等 历 史 文 化 景 点 较
多，惠济河、通惠渠等河流纵
横交错，有着丰富的文旅资源。

“十四五”开局，睢县县
委、县政府创新“旅游+”发展
理念，全力勾勒大旅游格局，
提出“1921”发展规划，以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逐步实
现城区9个湖的水系贯通，打造
城区“十纵十横”20 条示范性
道路，建设 100 个左右口袋公
园，奋力实现“中原水城”公
园里，中国鞋都创新地的发展
目标。 扫码看视频

九湖贯通 叫响“中原水城”品牌

睢县，水润古城，优美的环境令人心旷
神怡。高空航拍“中原水城”，清澈的湖水勾
勒出一幅幅城市美图。

水城睢县湖中有座小岛，人称凤鸣岛。
岛上建有凤凰楼和锦襄书院，夕阳下这里的
古建筑群巍巍屹立格外壮观。相传，秦始皇
统一六国后到泰山封禅，途经睢县，夜做一
梦，梦到凤凰腾空而起，第二天召集大臣解
梦，众大臣以为梦凤是吉祥之意，这个地方
是块风水宝地，秦始皇遂置县于此，取名为
襄邑，也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有锦绣襄邑
之美誉。

厚重的历史文化是睢县的根和魂。睢县
县委书记曹广阔在调研文旅产业时常说，要
以“修旧如旧”方式做好老城保护和开发利
用，留住老城独特韵味，焕发老城活力生
机，守护睢县文化印记，真正叫响“中原水
城”品牌，推动全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睢县总投资 7.49亿元的睢县北湖
景区提质改造暨河湖通航项目开始运行，项
目建成后，将实现苏子湖、濯锦湖、恒山
湖、甘菊湖、凤凰湖、凤栖湖、利民湖以及
北湖东、西湖等 9湖通航；睢县还高标准规
划、高起点建设睢东新城，建成开放袁家山
文化园、凤栖湖智慧岛，进一步叫响“中原
水城”城市品牌。

睢县围绕“一带两线引领、两乡一区带
动、N个小镇支撑”布局以及五河湾示范区
布局，打造乡村振兴旅游线，让游客在观光
旅游休闲的同时，熏陶睢县历史文化，经受
睢县发展历程，感受睢县发展魅力，科普现
代文化知识，激发他们到睢县投资创业、就
业激情。

土楼不土 乡村艺术增活力

在一些人的印象里，豫东农村很“土”，
然而这次商丘日报“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
代·商丘非凡十年”全媒体报道组走进白庙
乡土楼村，发现这里的乡亲们已不是记忆中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也不再为柴米油
盐酱醋茶发愁，他们不但会吟诗作画，而且
凭借“书画”，过上了幸福和谐的小康生活。

土楼，是睢县白庙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乡村，几年时间，来自省内外的艺术家把
50多处闲置的农家院打造成富有乡愁气息的

艺术村落。2018年 4月，听说土楼村要打造
书画艺术村落，中国书协会员朱永章第一个
报名，租下一个有着 4间房子的小院子办起
了书法工作室。这里既是他艺术创作的小天
地，又是他教授村民书法绘画的“小学堂”。

7月 27日下午，记者走进土楼村的文化
扶贫大院，看到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
十来岁的孩子，都能提笔绘丹青。正在认真
作画的村民黄培云，今年 78岁。4年前，从
来没有摸过画笔的他，跟着朱永章老师学起
了画画。如今，擅长画花鸟、牡丹的他通过
卖画又多了一份收入。“从前农闲的时候，没
事了就去打牌，现在没事了就画画，画画一
个是心情好，再一个就是修身养性，还能有
一笔收入。”黄培云高兴地说。

没山、没水、没资源，土楼村却凭借一
笔一画，绘出脱贫新路子。土楼不仅有画
室，还有音乐酒吧，有自己的土楼之歌，乡
村艺术悄然改变着土楼村民的生活。

放下锄头、拿起画笔，村民们不仅能创收，
自身素质和文化修养也提高了，而且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今，
独具文化氛围的土楼村已小有名气，先后获评
河南省特色文化产业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
村、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示范村。

康养小镇 激活生态乡村游

夏日的田间地头，到处生机盎然。7月27
日，冒着酷暑、顶着烈日，商丘日报“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商丘非凡十年”全媒体
报道组走进滑楼村。

孙聚寨乡滑楼村地处惠济河和惠济河故
道交会处，惠济河百里画廊景观带跨村而
过，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滑楼村成为睢县打造
惠济河文化旅游景观带上的重要一环。沿河
两岸，春天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把河岸装点成
花的海洋，秋天 360亩菊花把大地染成了金
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漫步滑楼
村，垂钓园、百草园、三味谷屋，一处处乡
村美景彰显出新时代农村的记忆乡愁……

“这是我村依托自然环境和地理优势新打
造的惠济河龙湾康养小镇。”滑楼村党支部书
记滑军超一边走一边介绍。据了解，为实现
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滑楼村以中草药种植产
业为突破口，沿惠济河种植观赏性中药材300
亩左右，开花时节，可吸引周边游客来赏

花、拍照、休闲，逐步带动当地农家乐、民
宿及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完善赏花、休闲娱
乐、康养及农产品购销产业链，激活生态乡
村旅游。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扩
大药材种植规模，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中药
材附加值，逐步完善‘党建+产业+康养’一
体化的发展模式，以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
收，助推乡村振兴。”孙聚寨乡党委书记杨玉
峰表示。

红色旅游 为乡村振兴赋能

行走在睢县后台乡郭河村，宽阔整洁的
道路旁矗立着一座外观古朴的院落，这里就
是豫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旧址。

“1926 年，革命先烈郭景尧受党组织委
托，在郭河成立了商丘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也可以说是睢县党组织的‘老党根’。”旧址
内，讲解员正在向青年志愿者和中小学生介
绍相关历史。

后台乡既是历史文化名乡，又是革命老
区，除了豫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旧址，境内
分布着圣寿寺塔遗址、睢县抗日民主政府旧
址、任长霞故居等。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革命精神，充分利用好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后台乡党委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全
面提升旅游资源又好又快发展。

圣寿寺塔位于后台乡闫庄村，始建于北
宋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为保护
好、利用好这一珍贵历史遗产，该乡把圣寿
寺塔纳入向县政府申请的睢县大运河、红色
文化体验建设项目中。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睢县大运河文化及
近代革命事迹展示厅、红色革命体验馆、大
运河民俗及非遗展示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
功能用房及停车场等相关配套设施。

睢县县长龚学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睢
县还将进一步提升睢杞战役纪念馆，开发红
色资源，丰富全域红色旅游内涵，争创省级
全域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县。

春风浩荡战鼓急，百舸争流自当先。睢
县立足自身优势，挖掘潜在动能，不断创新
表达，将自然资源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加快
转变为发展优势。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
地，“中原水城”正大步走上“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的融合发展之路。

睢县篇

宜居睢县宜居睢县

生态水城生态水城，，秀美睢县秀美睢县。。

睢 县 北 湖 景 区 内睢 县 北 湖 景 区 内 ，，
游客在乘坐快艇游客在乘坐快艇。。

凤栖湖智慧岛凤栖湖智慧岛

白庙乡土楼村村民提笔作画白庙乡土楼村村民提笔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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