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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鹤壁市围绕
淇河精心打造了“一河十
园”景观带，将文化、美景
与现代元素巧妙融合，极
大地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
质。如今，淇河已蜕变成
一方生态宝地、一条幸福
之河，推动着鹤壁向更绿
色、更生态的城市迈进。

漫步在淇水诗苑，这
条位于淇河东岸的生态史
诗文化长廊，游客可以深
切感受到《诗经》中悠悠淇
水的韵味。这里充分运用
了书法、绘画、雕刻等多种
艺术形式，将《诗经》文化
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

“一河十园”城市滨河景观

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淇水
诗苑为游客提供了一处领
略淇河美景、探寻《诗经》
文化足迹的绝佳之地。

“为了再现‘淇水汤
汤，渐车帷裳’‘淇水滺滺，
桧楫松舟’的壮美景色，我
们将淇河打造成了一条

‘生态、文化、幸福’之河。”
鹤壁市淇滨区园林绿化中
心办公室主任董志彬介绍
说。结合淇河生态修复工
程，鹤壁市高质量打造了
沿淇十园，每一座公园都
有其独特的品貌和风貌。
这些公园将淇河诗经文
化、自然美景与现代元素
融为一体，寓文于游、文旅

结合，成为新晋的网红打
卡地。

在淇奥翠境园，这个全
国唯一以《诗经》卫文化和
竹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公园，
园内的路名、亭名、井名都
来源于《诗经》和卫国历史
文化。园区内秀竹、樱花、
绿草相映成趣，白鹭、鸳鸯、
黑鹳、白天鹅等国家级保护
动物沿河可见。这里形成
了三步一景、五步一画的生
态画卷，让游客充分享受

“居在林中，行在景中”的美
好环境。

站在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
田示范方中，放眼望去，一望无
际的玉米挺拔而立，在秋日阳光
的照耀下，翠绿的叶片闪耀着勃
勃生机。在这连方成片的玉米
田里，有种业公司的品种展示基
地，也有种粮大户托管的口粮
田。每块高标准农田外围都有
沟渠相连，洪涝时田间多余的水
可尽快排入农田周边的渠中，汇
入卫河；在无法汲取地下水的情
况下，适时引水入渠，进行灌

溉。不仅如此，隐秘在田间玉米
苗下的一条条笔直的滴灌带密
布成网，实现精准滴灌。

浚县种植户付太华说，一
亩地铺设滴灌带的成本在100
元左右，但密植滴灌技术却能
使每亩增产100公斤左右。借
助北斗导航辅助驾驶与智能监
控，去年每亩玉米产量超1800
斤。他感慨，如今种地不仅是
农活，更是运用新思维、新方法
打造高产模式。

绘就淇河百里生态画卷

“黎阳收”到“吨半粮田”的丰收密码

▶一条河流出39篇诗经佳作
为了重现《诗经》中的淇水美景，鹤

壁市颁布施行了《鹤壁市淇河保护条
例》，将淇河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遵循
生态保护、人文资源维护、历史尊重及适
应地方特色的原则，鹤壁市在淇河新区
约15公里的河道及其两岸实施了“一河
五园”项目。这一举措将淇河塑造成了
融合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自然生态走
廊。通过强化河流综合治理和水生态环
境保护，淇河现已呈现出树木繁茂、水质
清澈、鱼类畅游、鸟类争鸣的壮丽景象。
这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沿岸
居民共同维护和共享的幸福河流。

淇河，一条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河流，古称淇水，被
誉为“《诗经》之河”。其176公里的流程中，有83公里穿
越鹤壁，见证了《诗经》中39篇佳作的诞生。作为鹤壁人
民的母亲河，淇河不仅是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更是一条传诵着无数诗词佳句的诗河、史河、文化河。

□大象新闻记者冉晓晖/文图

浚县的 30万亩高标准
农田示范方，涵盖了6个镇
街道、126个行政村，并建设
了农业科技生产监测站、农
作物病虫害远程监测系统和
智慧水利灌溉系统，实现了
水肥管理一体化、病虫害统防
统治全覆盖以及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作业。这一示范
方不仅是全省最大的成方连
片高标准农田之一，更是全省
顶尖的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浚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
员、农技专家董文全说，浚县
坚持“单产创新高、高产扩规
模”的理念，统筹涉农项目资
金，积极探索良田、良种、良
机、良法“五良”融合模式，形
成了一系列高产技术模式，
并成功打造了一批“吨半粮
田”。在良种培育上，浚县支
持35家种子企业发展，与农
业院校、科研院所深入合作，
2024年新通过国家、省审定
品种4个，主要农作物良种覆
盖率超过98%。

同时，浚县还注重推广

良法，创新构建了粮食绿色
高产高效的“五定”机制，并
初步形成了小麦、玉米、大豆
等作物的增产模式。在良机
应用上，浚县积极推广大型
智能化农机等现代装备，小
麦、玉米生产基本实现全程
机械化。

“得益于这些努力，今年
浚县小麦亩均产量达到581.9
公斤，较去年增加20.9公斤，
高于全省亩均产量 137 公
斤。百亩攻关试验田亩产更
是达到853.1公斤，刷新了浚
县小麦单产历史纪录。万亩
高产片玉米单产也力争达到
750公斤以上。”浚县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侯宝华介绍说。

目前，鹤壁市在耕地面积
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科技创新，走出了一
条单产提升的道路。鹤壁的
高标准农田已占到耕地总面
积的86%，粮食生产连续10
年领跑全国同面积单产水平，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了94%以上。

●五良融合打造吨半粮田

▶一河十园 再现《诗经》美景

浚县，这座自古享有“黎阳收、顾九州”美誉的粮食丰产之地，如
今再次以卓越的农业成就引领潮流。作为鹤壁农业生产的核心区
域，浚县现有耕地108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达79.88万亩，全年
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00万吨以上。 □大象新闻记者冉晓晖/文图

●种地要有新思维、新方法

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

淇河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