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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汴河 夯实生态家底

杨云峰

中共泗洪县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泗洪县作为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之一，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将最有底色的“绿水青山”

转化为最具成色的“金山银山”。

汴河古称通济渠，是隋唐大运河的首期工程，始建于公元 605 年，总长约 650 公里，自隋到宋末，流淌三代，通航千年，

后因黄河夺淮，大部分被湮废，目前仅存泗洪境内一段，总长 34.32 公里。正值春季，漫步在汴河两岸，既可观赏到“繁花映

水、柳叶拂面，群莺穿树、蜂飞蝶舞”的盎然春色，也可感受到“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的美好意境。汴河是大

运河文化带重要组成部分，且贯穿泗洪近一半的县域面积。近年来，我们始终将建设美丽汴河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努力

争当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者和排头兵。

高效整合绿色发展资源，持续凝聚建设合力

泗洪秉持高效、合作、共赢、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强多方合作，完善建设体系，不断凝聚最大合力推进美丽汴河建设。

一是坚持在政策上找方向，不断拓宽绿色发展空间。泗洪始终坚持从上级的文件精神中找方向，深入研究国家和省、市关

于绿色发展的政策，贯彻落实《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精神。结合泗洪自身优势，从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和水韵江苏建设的战略高度，找到推进汴河建设的切入点和结合点，畅通区域连结，共享政策优势，最大限度地连接国家和

省、市的总体布局，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二是坚持在规划上下功夫，充分挖掘沿线突出亮点。通盘考虑美丽汴河建设总体规划、生态保护和开发、景点景区布局等

关键环节，充分结合泗洪县城市建设、旅游发展等现有规划，合理做好河道的使用、道路的联通、景点的开发、产业布局等。

系统整合水利、交通、自然资源等部门资源优势，立足沿河各乡镇自身资源禀赋，整体规划一二三产发展布局，打造独具泗洪

特色的汴河流域风景。

三是坚持在筹建上求合作，积极探索合作共赢模式。以泗洪两山生态集团为依托，发挥市场统筹资源配置作用，利用公私

混股、科技入股等途径筹建美丽汴河发展集团公司，实行跨镇域开发模式。按照市场规则，鼓励中小企业、各相关主体充分协

同合作，完善全要素配套，优化产业循环，提高产品供给质量，创新盈利模式，共同建设美丽汴河产业发展生态圈，逐步形成

产业集群效应，实现沿河乡镇共享发展成果。

精心打造绿色发展品牌，持续加强文化传承

汴河与明清黄河故道、淮河相邻相伴相生，兼具运河文化、黄河文化、淮河文化的优秀基因。泗洪始终将赓续文化传承、

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作为推进美丽汴河建设的有力举措。

一是挖掘文化内涵，精塑品牌形象。实施“绿色+文化”双核计划，充分挖掘汴河流域的隋唐文化、泗州文化、淮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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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文化、渔家文化等，全面整理汴河的历史变迁，梳理汴河的文化脉络，深挖其背后的故事。总结提炼出“隋唐古韵·相思

汴水”的精神标识，作为美丽汴河品牌建设的灵魂，让千年文化活起来，不断放大汴河的文化光环。

二是建设文化廊道，完善品牌内容。构建主题鲜明、内涵清晰、边界明确的汴河公共文化空间，打造美丽汴河文化公园廊

道。深入推进汴河文化遗存和两岸文物古迹的普查、登记和分级挂牌保护，确保遗产区历史风貌不受影响。重点推进隋堤烟柳、

青阳关津等重点遗迹的修复重建，努力再现汴河两岸隋唐风华。以非遗传承彰显特色，深入挖掘汴河文学艺术、地方戏曲、名

人轶事等非物质遗产，做好编纂、出版、发行工作，利用县乡愁馆等开设戏剧、评话等演艺及教习场馆，为文化叙事提供传播

平台。

三是创建文化小镇，助推品牌提质。充分考量沿河乡镇资源要素，完善汴河文化廊道建设规划，实施项目扶持计划，打造

“一镇一品”的镇域汴河文化子品牌。围绕沿河文旅、林果、稻米、水产等重点产业布局，有序推进沿河特色民居、民宿建设，

增强文化产品和其它服务产品的高质量供给，提高配套品质。引导社会投资向文化旅游、生活度假等方向转变，重点推进文旅

综合体项目、城镇综合服务项目、沉浸体验项目等新型业态的融合发展。

创新创优绿色发展机制，持续推进价值转化

绿色生态是泗洪的“金招牌”，更是“金饭碗”。泗洪不断夯实生态家底，努力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金山

银山”的经济优势。

一是统筹县域文旅资源，加快推进旅游名城建设。泗洪是历史悠久的古色之城，是英雄辈出的红色之城，也是生态宜居的

绿色之城，除了拥有“至今千里赖通波”的古汴河，还拥有被誉为“江苏文明之根”的顺山集遗址、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等众多

文旅资源。近年来，泗洪统筹调配资源，集中力量建设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古运河文化遗址（国家级非遗文化体验）、大王庄

教育培训等板块，发展培训拓展、乡村度假、温泉康养、湿地休闲等新业态，建设国际淡水湿地休闲示范区等众多新业态品牌，

不断厚植文旅产业内在价值。

二是推动产业跨界融合，加快促进三产一体发展。实施“生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加快推进生态与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格

局。推动流域文化与农业相结合，根据沿河乡镇农业生产特质，大力发展汴河流域品牌农业、生态农业；推动流域文化与非遗

产业相结合，引导文创产品精致化定制化消费，开发小众产品，鼓励非遗传承人把锣鼓、杂技、戏曲、文学、传统手工艺等传

统文化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形成沿汴河非遗产业集聚区；推动流域文化与赛事相结合，注重创意策划和运营，打响泗洪湿地马

拉松、大圆塘垂钓、汴河龙舟（皮划艇）等赛事品牌，以赛事带动流域发展，建设可循环自生长的汴河产业生态价值圈。

三是发挥要素赋能作用，加快完善价值实现机制。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美丽汴河建设中，整合全要素产

业链，进一步优化“绿电”抵耗、“绿票”交易、水权串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绿贷”投放等多元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发挥“满仓贷”撬动国企资源、金融资本、民间力量的杠杆作用，提高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生产创新等全要素生产

率，持续深入探索完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建设好美丽汴河、美丽泗洪，以“美丽风景”

托起“美丽经济”，全力绘就美丽中国泗洪篇章的精彩画卷。


	建设美丽汴河 夯实生态家底
	高效整合绿色发展资源，持续凝聚建设合力
	精心打造绿色发展品牌，持续加强文化传承
	创新创优绿色发展机制，持续推进价值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