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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是豫东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
积淀着千年的历史文明和文化底蕴；

扶沟， 是黄泛区腹地一幅优美的画
卷，描绘着“乐诵读、勤耕织、俗善良、励
家国”的淳朴民风；

扶沟，是贾鲁河畔一首动人的歌谣，
高唱着开放、富裕、文明、绿色、和谐的宏
伟乐章。

扶沟， 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
将军的家乡， 是南宋理学家程颢修建的
千年书院大程书院所在地。

扶沟，是全国果蔬之乡。刘顺德两次
将自己的韭菜种子送上太空。

如今，走进县城，高楼林立；走进农
家，现代化生活气息浓郁；走进田间，座
座大棚如块块白玉镶嵌在大地上； 走进
大棚，累累硕果青翠欲滴，丰盈了菜农的
“钱袋子”。 “中原菜都”正在奏响乡村振
兴致富曲、富民曲。

历史悠久 底蕴深厚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水是一
座城市的灵与韵。

大程书院和吉鸿昌将军是扶沟的

“一文一武”； 双洎河、 贾鲁河数百年流
淌，城内沟渠联通，这是古桐丘的灵气。

扶沟，古称桐丘，富饶的土地，一辈
辈先民劳作生息，在此留下太多遗迹。

上溯八千多年，裴李岗文化。 石棒、
石磨盘证实 8000 年前这里已有了农耕
文明。

上溯六到七千年，仰韶文化。支亭寺
残留的土丘， 证实当时人类在此的劳作
与活动。

上溯四千多年，龙山文化。这个叫凤
凰岗的地方，石器、鹿角、陶片，再现当时
的繁荣。

仍是这块土地。公元前 196 年置县，
因东有扶亭，西有洧水沟，故称扶沟。

古城越千年。 春秋的城，西汉的城，
虽是断壁残垣， 却昭示着曾经的铁马金
戈、湮灭的无数故事。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雾烟山，相传
炎黄二帝大战蚩尤的阪泉之战就发生在

这里，因蚩尤口吐团团迷雾，这就有了山
里的雾。一场决定华夏民族命运的大战，
和此后一位哲人的停留， 使雾烟山名扬
四方。 相传，孔子问道老子，就在距此不
远的百党岗， 而老子西行， 这里是第一
站。 “道可道，非常道”。 名扬天下的道德
经，与雾烟山有不解之缘。

老子的道， 是让人在现世中游刃有
余；而兰若寺缭绕的香烟，则是众生追求
灵魂永恒的祈愿。 据说，康熙年间，扶沟
发大水，这里的尼姑忘我救助灾民，有地
方官上报朝廷，康熙感慨，赐名兰若寺，
这年，是康熙十九年。

多少载春花秋月， 兰若寺伴着诵经
的梵音，听一日日晨钟暮鼓，洗去众生心
灵的尘埃，寻求生命的大自在。佛陀金色
的灵光，使人世间也变得通透、光明。

金碧辉煌的支亭寺，建于北齐年间，
1400 多年沧桑巨变 ， 不变的是四季轮
回，和百姓对未来的祈愿。 支亭寺、兰若
寺、慈胜寺、白马寺，寺寺寄托着众生的
憧憬。

扶沟县种植蔬菜历史悠久。 据清光
绪《扶沟县志》记载，宋朝年间，城西一带
农户种植韭菜，后来发展成规模化种植，
形成集中居住区，成了现在的韭园镇。作
为典型的传统农业县，20 世纪 90 年代，
扶沟曾以集约型农业而闻名全国， 是河
南省农业战线十面旗帜之一。近年来，扶
沟无公害蔬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扶沟
西瓜”“扶沟辣椒”“扶沟黄瓜” 获得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天御红” 被评为
全国十佳畅销蔬菜品牌， 扶沟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原菜都”。今年 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扶沟两包韭菜种，乘上神舟十四
号飞船。 为种子买“船票”的是河南省周
口市扶沟县韭园镇农民刘顺德， 这也是
刘顺德第二次将自己的韭菜种子送上太

空。
数千年的文明积淀， 在这里演绎成

一道道美丽的风景。“勤耕织、乐诵读、俗
善良、励家国”的传统美德与新时代文明
精神交相辉映。勤劳智慧的扶沟人民，创
造了不凡的发展业绩，书写了工业兴县、
农业富民、 新城崛起的时代篇章，20 多
种气缸盖产品俏销全国各地， 出口亚欧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银山” 棉花为全国
棉花行业十大知名品牌之一。 先后被授
予全国果菜十强县、 全国生态文明标杆
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基础教育先进
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荣誉称号。

千年文脉 薪火相传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扶沟厚重
的文脉薪火相传。颍考叔、张思伯、甄权、
罗赞、 罗■、 刘自强……在朝为国之栋
梁，在野为名士名医。 进，则兼济天下，
退，则泽被苍生。

今日扶沟，繁华市井中，有一座清静
幽然的大程书院。大程书院始建于宋代，
为程颢所建，是程颢讲学的重要场所，也
是中国北部最完好的古书院。 大程姓程
名颢，河南洛阳人。因程颢、程颐兄弟，程
颢居长，故世称大程。他 26 岁时，考中进
士。后因为与当朝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
被排挤出朝廷，贬为扶沟县知事。

程颢积极推崇理学， 注重提高民众
伦理道德水平。 当时扶沟虽然是京畿之
县，却因连年旱涝灾害频繁，加上京邑田
税重，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文
化教育更是一片荒漠。面对这一切，程颢
一方面带领县民挖渠排涝，打井灌溉，做
到旱能浇，涝能排；另一方面，在乡村建
学校，在县城建书院，挑选优秀青年入院
读书。他不但亲自主持讲学，还推荐当时
的著名学者游定夫为扶沟县教谕， 职掌
扶沟学事；并延请其弟程颐来扶沟讲学。

程氏兄弟在扶沟的讲学， 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士人学者，前来拜师求学的络
绎不绝，一时扶沟人才荟萃，文风大盛，
名声雀噪。 如上蔡人谢良佐、福建将乐
人杨时 、福建建阳人游酢 、陕西蓝田人
吕大临，河北澶渊人周纯明等。 这五人
后来都成为宋代著名的学者，而吕、谢、
杨、游四人则世称“程门四大弟子”。 一
个县级学校，一时竟然培养出了这么多
的名人 ，成为二程理学的 “集散地 ”，即
使在教育发达的今天， 这样的成就，也
是罕见的。

走进书院 ，迎面是青石台阶 ，朱漆
大门，走过大门是“龙门”。 考场真实还
原了当年科举考试的场景。 考场边的两
棵古松，高大挺拔，蔚然成荫，是当年重
建书院的县令缪应缙亲手所栽。

“程门立雪”这个故事，说的是宋代
学者杨时和游酢向程颢、 程颐拜师求教
的事儿。 杨时、游酢向二程求学，非常恭
敬。 杨、游二人原先以程颢为师，程颢去
世后，他们都已四十岁，而且已考上了进
士，然而他们还要去找程颐继续求学。相
传，当时杨、游二人三番五次来找程颐，
可程颐为试探他俩的诚心， 有意闭门不
收。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二人又来找
程颐求教。程颐明知有两个客人来了，他
故作闭目养神。杨、游二人怕打扰先生休
息，只好恭恭敬敬，肃然待立，一声不吭
等候他醒来。刚去的时候下的是毛毛雪，
后来雪越下越大，足有一尺多深，程颐看
到他们两人冻得像冰人一样站立门外仍

不肯离去，求学心切的精神打动了程颐，
程颐才如梦初醒，见了杨、游，装作一惊
道：“啊！ 啊！ 贤辈早在此呼！ ”

后来人们就把 “程门立雪 ”用为尊
师重教的典故流传，所以大殿名为立雪
讲堂。 以此来教育后人虔诚求教，勤奋
学习。

近千年来，“二程”重教为学的思想
对扶沟影响至深 ，尊师重教 ，喜诵乐读
成为扶沟人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

立雪讲堂里，还有一组从大程书院
步入仕途的扶沟明清历史名人雕像。 有
明代户部、兵部、刑部尚书刘自强，吏部
尚书刘泽深，前七子之首、一代才子、江

西按司提学副使李梦阳，广东道监察御
史杜化中，还有柳堂 、罗赞 、曹嘉 、卢传
元、郝维乔，一母二进士何出光、何出图
……明朝万历年间， 扶沟人何出光、何
出图兄弟二人同中进士 ，被誉为 “一母
二进士”， 他们的事迹在扶沟县一带广
为流传。

2014 年，周口市扶沟县上演现代版
的“一母二进士”，扶沟县崔桥镇水饭店
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双胞胎兄弟

刘冲 、刘闯 ，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清华
大学录取。

而今的扶沟 ，学校星罗棋布 ，高考
升学率数十年居全市前列，源源不断为
北大、清华等全国名校输送优秀人才。

千年清明之气， 星汉灿烂， 文脉相
承。

鸿昌故里 英雄辈出

扶沟，一座把爱国刻在基因里的城
市！

扶沟吕潭 ，一处普通的院落 ，抗日
名将吉鸿昌在此诞生。

1931 年 9 月 21 日， 矢志抗日的吉
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 ， 到国外
“考察实业”。 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
连三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那里的头等
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厚待
有加。 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
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 陪同的
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
可受到礼遇。 ”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
得当中国人丢脸 ， 我觉得当中国人光
荣！ ”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
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
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吉鸿
昌将军以他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谱写
了一曲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不懈奋

斗、勇于献身的英雄壮歌 ，忠诚践行了
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后人留
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内 ， 热爱祖国
“我是中国人” 的民族气节、 对党忠诚
“死也不能倒下”的坚定信仰、恪守家训
“做官不许发财”的清廉本色、造福百姓
“为做事而做官 ”的为民情怀 ，是对 “吉
鸿昌精神”的最好阐释。

1934 年 11 月 24 日，腥风血雨，伟大
的爱国将领吉鸿昌被国民党杀害。 殉难
前，吉鸿昌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
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
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悲壮诗篇，然后义
正词严地对刽子手们说 ：“我为抗日而
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
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他坐在
椅子上又说：“我为抗日而死， 死得光明
正大， 不能背后挨枪， 你们在我眼前开
枪， 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如何打
死我的！ ”拿枪的敌人吓得哆嗦不停，开
了数枪才击中。英勇的吉鸿昌牺牲了，但
一个大义凛然、 忠贞爱国的高大烈士形
象永远印在了人民心中。

韭园镇西太康营村， 静谧的烈士纪
念馆，述说着英烈姜鸿起的事迹。姜鸿起
是新四军《拂晓报》的创始人之一，他一
手持笔，一手持枪，呕心拂晓、浴血中原。
1948 年 6 月 5 日，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与
敌人殊死拼杀，英勇牺牲。

在姜鸿起烈士纪念馆的一张照片

上， 新闻战士姜鸿起站在彭雪枫将军身
边，两人之间似有某种精神力量在流转，
那是默契、 信任和交托……双手插兜的
姜鸿起落落大方又充满文人气质， 幼年
的困苦没能在他身上留下烙印， 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自信、阳光的年轻人。
纪念馆里的姜鸿起烈士汉白玉雕像和画

像都是根据这张照片创作的， 无数前来
拜谒者，看到画像和雕像，都不由为烈士
的英年早逝唏嘘惋惜。 我们仿佛见到了
埋头排版刻字的他， 看到了大口咀嚼黑
馍馍的他， 听到了深夜里患有肺结核的
他抑制不住的咳嗽声。

在河南省扶沟县大李庄乡， 有一座

让人肃然起敬的烈士事迹陈列馆， 流传
着“两烈士一少将”的红色家风故事。

在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 他是以一
挺机枪连续打退敌人 18 次冲锋的钢铁
战士；进军西藏的路上，他是响应毛主席
号召，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筑路英雄。他
将 26 岁的年轻生命献给了川藏公路，他
用青春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价值准

则。 他以身殉职后， 中央军委追认他为
“模范共产党员”，并记一等功；交通运输
部、西南军区授予他“筑路英雄”光荣称
号。 他就是张福林。

张福林的壮举，得益于党的培养，也
源于家庭的熏陶。 他的母亲薛桂芳作为
扶沟城关北街妇联主任，1947 年 3 月 16
日， 在执行地下党组织交办的一项秘密
任务时，被国民党发现后杀害，献出了年
仅 35 岁的生命。

为继承母亲遗志，张福林于 1948 年
8 月参加了解放军。 1951 年冬，张福林所
在部队接到抢修川藏公路雀儿山段的任

务。同年 12 月 10 日，他在检查炸药室时
遭遇塌方，身负重伤，抢救无效，以身殉
职。在战友们清理张福林的遗物时，发现
了 5 包菜种和一个笔记本， 翻开他的笔
记本， 他的人生格言显现眼前：“忘掉自
己，为人民，由民兵改炮兵，由炮兵变工
兵，这是党的需要，听党的话。 ”“我由一
个穷孩子，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切交给
党，永远跟党走，学好技术，做好工作，不
怕困难。”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追
求，这就是“两路”精神的真实写照。

张福林牺牲后， 弟弟张福立投笔从
戎，毫不迟疑地接过了哥哥手中的镐头，
参军入伍，战斗在张福林献身的地方。在
西藏军区工作的那些年， 张福立牢记吃
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好家风，从一名普通
的士兵、班长、排长，一步步成长为共和
国的少将。

从姜鸿起、薛桂芳烈士，到张福林烈
士，再到张福立少将，扶沟在吉鸿昌将军
革命精神影响下， 不断涌现出打响中华
民族全面抗战第一枪的抗日名将吉星

文、 智勇双全的革命者何介夫、 塔湾村
18 名烈士以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
牺牲的娄国清、李在中、王耀江、李书义
等。 新时期，扶沟涌现出了反暴英雄吴
艳杰、见义勇为英雄王建设、“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 李高峰等一大批英模人物，
感动了亿万中华儿女，这正是扶沟儿女
继承和发扬吉鸿昌精神的真实写照。

目前，扶沟县正充分利用吉鸿昌将
军纪念馆 、姜鸿起烈士纪念馆 、张福林
烈士陈列馆和县烈士陵园、塔湾烈士陵
园、吉鸿昌故居“三馆两园一故居”等红
色历史文化资源，在传承发展中打造更
亮丽的红色名片，统筹推动全域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

“织女”罗敷 忠贞善良

年年春种秋收，千百年苦乐交织的
日子，造就一方民风。

走进罗敷庙，记者不禁想起汉乐府
中的姑娘。 而今清幽的小院，厚厚的青
苔，佐证着当地百姓流传的故事 ，美丽
的罗敷、坚贞的品性。 美丽、高洁，又何
曾不是扶沟人的写照？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
好女，自名为罗敷。 ”《陌上桑》是对美女
的第一次非白描的描写，但是秦罗敷的
美，却在每一个读者中都有了自己的样
子，让我们记住罗敷的美。 扶沟罗敷庙
诉说着一个美丽、贞烈、善良的罗敷。

汉朝时，扶沟县城东南 6 公里蔡
河（古代在扶沟境内叫清水河 ，淮阳境
内叫蔡河 ） 之畔王家村秦家生了个女

儿，取名罗敷，长得美丽动人。 勤劳善良
的罗敷自小喜欢养蚕织布 ，相传 ，她织
的绸缎上有云锦 、花朵 、凤鸟等各种美
丽的图案，鲜艳如画，很受人们喜爱。 罗
敷的聪明能干和美丽善良得到了乡亲

们的交口称赞。 后来，罗敷嫁给蔡河下
游淮阳县的秋胡为妻。 结婚 5 日，丈夫
就远离家乡到鲁地之兖州 （今山东兖
州）做官。 罗敷在家养蚕、缫丝、织布、侍
候公婆。 年轻的罗敷十分思念远在千里
之外做官的丈夫，经常登上村外的一处
高台，远望山东方向 ，希望丈夫早早结
束宦途，回乡夫妻团聚。 后来人们就把
这个高台称为“望鲁台”，把这个村庄叫
做“鲁台村”。 这是对淑女守信的纪念。
直到今天 ，淮阳还有一个鲁台镇 ，就是
因此而得名的。

一天，罗敷正在村外桑林采摘桑叶，
被一过路使君看见了。 这位使君见了罗
敷， 就派手下人去问：“这是谁家的漂亮
女子？多大年纪了？”罗敷不动声色，一一
作答。使君问道：“种地不如遇上丰收年，
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 你可愿
意坐上我的车，跟我回去？ ”罗敷的回答
语气十分强烈：“我采桑力作，孝养公婆，
不要人之金。何况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
夫。 各安其家室，乃是礼教之大义，岂可
逾越？ ”为了摆脱使君的纠缠，罗敷就机
智地夸丈夫的威势，罗敷越说越神气，越
说越得意，而这个使君却越听越晦气，灰
溜溜地离开了。等到罗敷采桑回到家中，
发现那位对自己不怀好意的使君竟然是

她在山东做官的丈夫。羞愤之下，罗敷便
纵身投入村外的蔡河， 刚烈地结束了自
己年轻美丽的生命。

2000 多年来，罗敷美丽动人的形象
一直被人们传颂，她的名字成为我国古
代美丽忠贞、勤劳善良女子的代称。 至
今，罗敷庙村仍然有罗敷庙存在。 因为
罗敷缫丝 、纺织很有名 ，当地群众还称
呼她为“罗丝姑娘”，把她当做纺织女神
来祭祀敬仰。

如今， 扶沟县昌茂纺织有限责任公
司女工徐秋萍先后获得全国、省、市劳动
模范，一颗“明星”点亮一片星空。 近年
来，扶沟纺织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无
数传奇。 验纱不费眼，手机查进度，产品
能溯源……随着智能化改造的深入推
进，扶沟纺织产业逐渐告别“千人纱、万
人布”的传统形象，一艘艘“巨轮”承载着
智能化生产设备、精湛的工艺技术、先进
的管理理念，正向着美好的彼岸出发。

孝悌扶沟 群星灿烂

“百善孝为先。 ”孝老、尊老、敬老、
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是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来
源，是涵养家风家规的重要载体。

《左传 》记载 ，春秋初期 ，郑国桐丘
（今周口扶沟 ） 人颍考叔天性孝顺 ，他
不但自己孝顺， 而且也能使别人孝顺，
故有 “千古第一孝子” 之称。 “黄泉相
见”讲的就是春秋时期一个著名的孝顺
故事。

当时，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很反感郑
庄公而偏爱其弟共叔段，并屡次三番与
共叔段合谋陷害郑庄公。在一次攻打郑
庄公失败后 ，郑庄公一气之下 ，把武姜
流放到颍城，并发誓“不到黄泉，再也不
相见了”。但郑庄公其实很孝顺，过了不
久，他就思念起他的母亲武姜了 ，他对
自己的誓言很后悔。 这时，一个叫颍考
叔的人洞悉了郑庄公的心思，借口献美
食拜见郑庄公 ， 郑庄公留他吃饭并赐
肉，而颍考叔却从饭食里挑出肉放在一
边。郑庄公很纳闷，问他为什么这样。颍

考叔说：“每当我在外吃饭，只要有好吃
的都要带一些回去给母亲吃，但她却从
来没尝过你所赐的美食，请允许我带回
去给我老母亲吃吧。 ”

郑庄公听后长叹一声 ：“你还有母
亲可以孝敬 ， 可我却想孝顺也没办法
了！ ”颍考叔故意问其故，郑庄公如实相
告了原委并表示后悔不已。颍考叔灵机
一动说：“这不难啊，如果能挖个隧道掘
地深达颍水 ， 不就能在隧道里相见了
吗？谁又能说这不是黄泉相见的呢？ ”于
是郑庄公就按颍考叔所说，掘地挖隧道
与母亲相见。 郑庄公贵为一国之君，既
追到了既出之言，又了却了骨肉亲情的
相思之苦，此为大孝也。 颍考叔也因此
被誉为“千古第一孝子”。

在扶沟白潭镇永昌卢家村，赫然立
了块“双节牌坊 ”，这个牌坊为谁而立 ，
又是什么时候立的，个中发生了什么凄
美故事？

明末清初，扶沟西北三十里的孟亭
村出了一个姓刘的大官， 官拜都堂，因
此，人们都叫他刘都堂。 他在朝为官清
正，常不顾家，老百姓都很喜欢他。他有
个妹妹叫刘水莲 ， 虽然也长在官宦之
家，但热爱穷苦百姓。 水莲长得如花似
玉，不少富家子弟向她求婚 ，她都一一
谢绝。 时间长了，母亲对女儿的婚事总
是放心不下 ，后来 ，水莲终于向母亲吐
露了真情， 她爱上了青年长工卢传学。
母亲一听要和长工结亲， 非常反对，但
水莲下定了决心 ：非卢传学不嫁 ，宁愿
跟卢传学拉棍要饭，也不愿嫁与他人。

经过多次斗争，水莲终于和传学成
了亲。 水莲到了卢家后，一是勤劳能干，
二是孝敬公婆。 男耕女织，小两口恩恩
爱爱，过着清贫甜蜜的生活。 不久，生了
两个胖小子，更增添了全家的欢乐。 谁
知好景不长 ，传学得了伤寒病 ，多方医
治，也无济于事，年纪轻轻离开了人世，
临终时眼含泪水对水莲说：“水莲呀，你
还年轻，再找一家吧！ ”水莲含着悲痛，
埋葬了丈夫。 面对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家庭，水莲不怕 ，她还是和往常一样耕
织，侍候公婆，照顾小孩。 不少人劝她改
嫁，她都不听，为了丈夫她坚守贞节、为
老尽孝。 她待公婆如父母，有了好吃的
东西，让叫公婆吃，再让孩子吃。 公婆有
了病 ，她煎药熬汤 ，床前床后 ，日夜守
护。 公婆下世时，她卖掉了自己出嫁时
的嫁妆，埋葬了双亲。 刘水莲熬寡多年，
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 也离开了人世。
村上和周围的人都为她流下了眼泪，说
她是守节 、尽孝的人 ，到处传颂着她的
故事。

时任的县太爷听说此事后，很受感
动，就写了奏折呈送乾隆皇帝。 乾隆看
后深受感动 ，亲赐 “双节牌坊 ”，运往扶
沟永昌卢家村（今南卢家），立在了刘氏
的墓前。 三百多年过去了，经过了多年
的雨水和风刮日晒的侵蚀，牌坊上面已
经倒塌 ，另一根柱子已经不见 ，余下的
一根柱子巍然屹立着， 上面写着下联：
“松楸叠翠欣传双节劲千秋”。 一旁有一
石碑，是刘氏的子孙们在乾隆十八年立
的。

如今 ，像颍考叔 、刘水莲这样一心
孝顺父母、 精心侍候老人的好儿子、好
媳妇在扶沟数不胜数， 他们身体力行，
默默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道，
一代接一代传了下去。

大鹏一日同风起 ， 扶摇直上九万
里 。 扶沟县将乘着 “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的东风，把 “一文一武 ”历史文脉有
机融入城市风貌 ，塑造城市特色 、增添
城市温度，奋力谱写“道德名城、魅力周
口”现代化建设的绚丽篇章。

一文一武话扶沟 大河奔腾润桐丘
记者 王彦涛 支亚茹 金月全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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