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沛敬公路西侧的鹿口南支河闸站2020年4月建成投入使用后，大大

增强了鹿口南支河的排涝和灌溉功能。 徐报融媒记者 白雪 摄

彭城新语自古以来，人们就爱河。

原始时代，我们的先人傍水而

居、耕种渔猎，村庄、城镇依河而

建，随着河流的变迁而兴亡。

可以说，一条条河流史，就是

一个个地方发展史！

河流是经济实惠的航道———南

来北往的客，四面八方的货，通过

河流来流通。

河流是运输营养的血管———纵

横交错，密如蛛网，滋润千万生灵。

河流是滋养文化的沃土———多

少人类文明、悲欢离合、乡情乡愁

都与河休戚相关。

近一个世纪以来，很多河流从

地图上消失，是天灾，更是人

祸———人口增加、植被破坏、填水

造地……

一条河流的消亡，导致的后果

也许是我们无法承受之重！

沛县鹿口南支河，曾经涵养一

方，从填河造田，到洪水泛滥，从主

动疏浚，到旱涝保收……

这条河是最好的生态老师，

让人们学会了如何敬畏自然、顺

应自然！

《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告

诉我们要珍惜亲情，有些人和事失

不再来！而鹿口南支河的故事，让

人有着同样的感受———曾经有一

条河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没有珍

惜，等到失去了、遭灾了，我们才后

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

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们再来一次

的机会，我们会对那条河说三个

字：“保卫你!”如果非要在这份承

诺前加一个期限的话，我们希望

是———永远有多久，保卫就多久！

保 卫 “ 河 老 师 ”
◎米虎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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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往事

大家赞不绝口的这条河，曾是
农户难以承受的痛。

鹿口南支河北起沛县张寨镇
胡楼村，西南至河口镇黄庄村，是
长年雨水汇流冲击形成的天然河
流，横穿河口镇全境，长约 10.3 公
里，辐射土地面积 6.18 万亩、人口
4.5 万人。雨季排涝，旱季供水，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条河是河口镇
的母亲河。

就是这条河，在 2018 年 8 月 18
日、19 日“发了威”———河口镇遭遇
百年不遇的暴雨，34 小时降雨量达
到 392.5 毫米，再加上丰县过境客
水，河道水位猛涨，全镇一片汪洋。
“半个月水都没退，庄稼、果

树、鸭棚都泡在齐腰深的水里。”
两年过去了，75 岁的河口镇黄洼村
居民黄广德说起那场暴雨流出了
眼泪。

就是这场暴雨，导致河口镇 3
万亩玉米、2 万亩蔬菜、8000 亩大
豆、3500 亩特菜及 1500 亩果树受
灾，绝收面积 4.5 万亩，193 户畜禽
养殖受灾，家禽死亡 85.9 万只，水
产养殖受灾面积 265 亩，房屋倒塌
14 户、损坏 29 户，路面损毁 2.38
公里，桥涵损毁 74 座，冲倒电线杆
80 余杆，死掉的鸭子漂在玉米地
里、河沟里……全镇直接经济损失
约 7200 万元。

■不能漠视的教训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河口？
沛县水务部门成立专家组，现

场调查走访后一致认为，这是天
灾，也是人祸！

河口镇是沛县重要的 “菜篮
子”，曾经依赖机井取水，加之多
年干旱，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
后，老百姓不断侵占河道，致使河
道断面逐年缩减。

在沛县 2020 年底 2021 年初的
农田水利建设中，鹿口南支河黄洼至
田楼段，约 1 公里河道被重点疏浚。
“这 1 公里河道，曾被老百姓

擅自填平，造出 30 亩‘私田’，黄
洼自然村以西 5.2 公里形成断头
河，田楼村以东 3.5 公里形成漫
滩，河面狭窄，数条埂坝截断河流，
河水乌黑发臭……”说起鹿口南支
河的前世，沛县水务局农村水利科
科长李云晶无比痛心，这个有着多
年水文经验的专家，来到这 1 公里
最严重的地方，居然看不出这里曾

经有条河！
“附近老百姓在河床上种庄

稼，秸秆、菜叶烂在河里，河水又黑
又臭。”河口镇黄洼村村民张仁书
说起这段往事也很无奈。

由于鹿口南支河被彻底阻断，
河口镇沛敬公路以西田地及村庄
约 6.18 万亩排涝，仅靠 8 条中沟向
崔孟河排水，8 条中沟过路涵管径
较小，加之村庄段被老百姓侵占，
排水能力严重缩减。

■不能拖延的工程

要想根本解决河口镇排涝问
题，必须贯通鹿口南支河河口段！

方向定了，民意如何？是为了
眼前利益，要 30 亩旱涝不保收的
地？是追求长远利益，要一条排灌
能自如的河？大家心里都没底……
“我们受够了！32 名村民参加

了民主议事，大家一致同意开挖、
疏浚，彻底疏通河道，哪怕是毁了
庄稼！”说起 2019 年 4 月的这段往
事，河口镇河申村支部书记孙广周
仍然很感慨。

鹿口南支河是沛县侯阁灌区的
一条支河，为恢复鹿口南支河,沛县
水务局编制了《沛县侯阁灌区节水

配套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系统规
划了鹿口南支河治理及侯阁灌区建
设布局，科学制订了侯阁灌区水系
贯通方案，确保鹿口南支河及整个
侯阁灌区水系连通、灌排通畅。

沛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沛县
侯阁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建设，
把该工程列为 2019 年度重点民生
实事工程。

河口镇党委政府和当地群众大
力支持工程建设，在项目没有征迁
补偿经费的情况下，沿线群众自愿
开挖贯通该河道。

■不能不赞的成效

这个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开
工，疏浚贯通了鹿口南支河河口
段，配套建设了鹿口南支河闸站、
黄洼涵桥、田楼西桥、田楼庄后桥、
河申桥。

2020 年 4 月完工并投入运行,
当年就见效！

去年 8 月份，河口镇遭遇连续
降雨，最大日降雨量 175 毫米，累
计降水量超过 2018 年，新开挖的
鹿口南支河满负荷运行，把滔滔
涝水排入下级河道，确保百姓家
园不再受淹。

“一下雨，我就赶往鹿口南支
河闸站查看水位，发现运行正常,
一切良好！”沛县水务局农村水利
科科长李云晶见证了鹿口南支河
治理的全过程，他时刻关注着与此
相关的一切。
“经过大力治理，这条河道完

全贯通并引入了活水，不仅彻底治
理了这段河道的黑臭水体，还保障
河水流通，旱能灌、涝能排。”说起
这条河的现状，李云晶的心里充满
着自豪。

2018年的那场暴雨，让时任河
口镇纪委书记的赵本正三天三夜
睡不着觉，他冒雨带着挖掘机挖掉
那些阻碍中沟过水的涵管桥。到了
2020 年 8 月 7 日的那场雨，一大早
雨还没有停, 李云晶致电赵本正询
问情况时，赵本正还在休息。他知
道，“这项工程的完工，大家都能
睡上安稳觉了。”

■不能停下的脚步

农田水利建设是项永不竣工的
工程。

2020 年，沛县把农田水利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作为县对镇(场)街道
乡村振兴考核的重要内容。11 月
16 日，沛县县委书记吴昊专题听取
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汇报，
研究部署工作，明确要求要加大资
金投入，丰富建设内容，提高建设
质量，掀起农田水利和高标准农田
建设高潮。

就是在这次高标准农田建设新
高潮中，沛县对鹿口南支河黄洼至田
楼段，约 1 公里河道进行重点疏浚。
“工程进行得太顺利了，施工

中翻出的淤泥，覆盖了部分农户的
麦田和大棚，没有一户出来阻挠，
从今年 1 月 13 日到 2 月 1 日，用
了 20 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工程，
清淤土方 8.1 万方，速度之快超乎
我们的想象。”沛县农业农村局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负责人郭松告
诉记者。
“这条河是我们的老师，让我

们学会了如何敬畏自然！如果说，
在 2018 年 8 月的那场大水中，我
们考了个低分，受到了大自然的惩
罚，那么在 2020 年 8 月的这场大
水中，我们考了个高分，得到了大
自然的奖励！有了这一惩一奖、一
反一正的对比，在今年初进一步疏
浚鹿口南支河这 1 公里关键河段
时，就不可能遇到障碍！”河口镇
党委书记孔涛站在黄洼桥上向东
望去，一河碧水伸向远方……

是要 30亩旱涝不保收的地？是要一条能排能灌的河？

这位“河老师”，出了一道生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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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增收文章

许楼村地处刘集镇西北部，
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发展工业没
有优势。村民除了外出打工，全在
4750 亩土地里找生活。长久以来，
农业经营成本高、效益低，集体和
群众增收困难重重。

2019 年，许楼村在“不改变土
地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
农民土地承包权” 的原则下，盘
活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股份化、
产权资本化，引导农民带地入股，
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

许楼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
后，流转 1800 亩土地，用于种植
小麦、水稻。通过土地平整，去掉
堰埂、盘活地边、荒地，多整出
106 亩耕地，仅此一项就多收入
116600 元。同时，合作社实行农资
团购，省去流通环节，这一项又节
省成本 36000 元。七七八八算下
来，实行股田制，许楼村 1800 亩
地，一年下来就能增收几十万元。
农忙时节，村里的生产机械还能
到周边的大队及沿湖农场等地进
行有偿服务，每年也可实现 5 万
元左右的收入。

做强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股
田制也成为村民增收的催化剂。
实行规模化种植，加速了农业现
代化的进程，村里配置了插秧机、
播种机、收割脱粒机、施肥机、农
药喷洒无人机等等，一整套的机
械化操作让之前需要几百名劳动
力的土地种植，现在只要几个人
就能轻松完成，其他村民能根据
自己的特长和能力选择创业、打
工，让“闲”出来的劳力挣“闲
钱”。股田制实施后，全村劳动力
1823 人外出打工，人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上，对一部分不能外出
的家庭妇女，村里还提供编织手
工活，每人每月在家足不出户都
能赚到 1500 元左右，还有一部分
人在家创业、搞养殖业，年收入也
十分可观。

■赋能绿色发展

初春时节，许楼村的一片片
股田里，小麦随风摇曳，像绿色
的海洋掀起阵阵波浪。眼前的场
景让村党支部书记许从军深感
欣慰：“两年前，我们村实行股
田制，想走的就是现代化和绿色
发展的新路，现在看来，这条路
走对了。”

股田制的实施，不仅增加了
村民收入，更加快了农业适用技
术推广进程，极大地提高了许楼
村机械化水平，有效地促进了秸
秆还田等工作开展。2019 年许楼
村在全镇率先利用多架无人机对
小麦进行田间喷洒等管理，与此
同时，还和科研院校加大联系，引
进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技术装
备，影响和改变了村民传统的生
产观念。通过引进新技术穴播水
稻，许楼村实行股田制的 1800 亩

土地，一年下来就能多收入 27 万
元。村里还通过对中低产田的综
合治理，扩大高效设施种植面积，
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无机肥用
量，减少化肥使用量，有效地涵养
了水源，控制了水土流失，增加了
土壤肥力，绿色发展让土地重新
迸发出新活力。

■融入善治模式

许 楼 村 在 发 展 股 田 制 的 同
时，融入农村善治模式，调动广大
村民的积极性。

许 楼 村 合 作 社 实 行 民 主 决
策、民主管理。监事、董事是全体
社员投票选出来的，小小合作社，
充分体现了农村民主。
“土地整好后，是种玉米、大

豆，还是其他蔬菜，村支部书记要
听股东的。别看他是村干部，但在
合作社里，决策权在股东手里。”
合作社监事告诉记者。

在重大项目投资和利益分配
上，合作社的民主体现得更充
分。在许楼村，涉及群众利益的
事，都由群众说了算。1800 亩股
田，300 多万斤粮食，每到麦收和
稻收季节，粮食晾晒都成为困扰
村里的大问题。如何确保丰产丰
收和粮食安全？建烘干车间被顺
理成章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村
里专门召开了 3 次基层协商民
主议事会，经过议事会协商，村
里 第 一 时 间 建 起 了 建 筑 面 积
1080 平方米的现代厂房，添置了
4 台 23 吨的烘干设备。2020 年小
麦水稻仅烘干一项，村里就增收
30 多万元。
“土地变资产、资产变股权、

农民变股东”，许楼村用实践证
明，推行农村股田制，土地更有
活力，农业更有奔头，农村更有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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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报融媒记者 李梦虎 于珑 沛县融媒记者 蔡承松
通讯员 李云晶 张翼

冬去春来，杨柳吐绿。

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沛县河口镇黄洼村的居民，围在徐报融媒

摄影记者的周围，看着无人机在新疏浚的鹿口南支河上拉升、盘旋、

悬停、俯冲……绿色的麦田，成了河流最美的春装；清澈的河流，成了

麦田最靓的裙带。

人群中发出赞叹声：“没想到咱家门口这条河这样看还真不孬来！”

◎文 / 图 徐报融媒记者 胡明慧
通讯员 李刚 李晓东

近日，刘集镇许楼村绿油油的

麦田里撒肥机正在忙碌，田头却少

见村民值守。

不种地，村民们在忙啥？

33岁的村民苏倩是徐州融帅

服饰有限公司的“当家人”，刚刚

完成一批出口服饰订单，正在算上

一年的纯收入，“上年新建的厂，

现在一年了，我算了算，净赚 120

多万元。”

村民不种地，都去创业，底气

从哪儿来？

村民石坤一语道破玄机：“股

田制给大家吃了定心丸，我们没了

后顾之忧，都想大胆闯一闯。”

从 2019年试点股田制，许楼

村的发展活力由此 “一键快捷

启动”。

无人机在田头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