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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子湖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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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有 5000 多年文明史，2244 年建

县史。夏商时期为厹（qiú）犹国，汉武

帝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建泗阳县。

元十四年（1277 年），因境内“夭桃千顷，

翠柳万行”，改名为桃源县。1914 年，因

与湖南省桃源县重名，复称泗阳县。泗阳

地处江苏北部，隶属于宿迁市，南濒中国

四大淡水湖之一的洪泽湖。县域面积 1418

平方公里，总人口 106 万，常住人口 83. 

11 万，辖 10 个乡镇、3 个街道、1 个省级

经济开发区。泗阳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京杭大运河。                                    

生态宜居。是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国家文明县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县、国家级标准化综合示范县、中国乡

村振兴发展示范县、省生态园林城市、省

书香县。

泗阳有“五个一”，孕灵含秀独超群。

这里有“一个古国”。公元前 113 年，

汉武帝在泗阳设立泗水国，封刘商为泗水

王，留存五代共计 123 年，与徐州的楚国、

扬州的广陵国，并列为江苏境内三大诸侯

国。1998 年 3 月、2002 年 11 月，南京博

物院两次发掘泗水王陵墓，出土漆木器、

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等文物 660 多件，

其中有极为罕见的古瑟，填补考古史上一

个空白；错金银铜弩机，被考古界专家们

誉为“天下第一弩”，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里有“一条大河”。京杭大运河从

北京蜿蜒而来，穿越泗阳，流淌千年。在

运河流经的 23 个县级区域，泗阳这段最

具特色：大运河与古黄河并肩而行，两条

河道相距最宽处两公里，最窄处仅 280 米。

水流潺潺，水声渐渐；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幽鸟唤人穿竹去，游鱼逗客出水来。斜拉

桥彩虹一抹，泗水阁美景半壁。更有圣洁

如玉的妈祖圣像，从 32.3 米高处俯视众生，

祈祷赐福。“千里运河最美县”，实至名归。

这里有“一棵大树”。泗阳是全国唯

一的“中国杨树之乡”，超 60 万亩森林

覆盖面积、32.4% 的林木覆盖率，让泗阳

成了畅享深呼吸的“天然氧吧”。建有国

家4A级景区、世界唯一的中国杨树博物馆，

拥有中国最早栽植并且成活至今的“意杨

王”：树高 45 米，胸径 106 厘米，单株立

木材积 16.3 立方米。

这里有“一瓶美酒”。泗阳酿酒兴于

隋唐，盛于明清，有 1300 多年酿酒历史，

以盛产美酒而名扬天下，是中国八大名酒

之一洋河大曲的发源地、主产区。洋河大

曲主要取水地美人泉，泉香而水洌，梅香

的故事哀婉动人。乾隆皇帝南巡为洋河大

曲题词：“酒味香醇，真佳酒也。”2004

年区划调整，洋河镇从泗阳划归宿迁市宿

城区管辖，但洋河酒厂最大的酿酒基地在

泗阳。

这里有“ 一本正在打开的书”。泗阳

历来崇文尚教，人文荟萃。源远流长的泗

水文化、妈祖文化、杨树文化，孕育了泗

阳人民向上、向善的

优秀品质，哺育了一

代代英才。南宋名将

刘世勋、明代书法家

林大木、织花机改造

者卢廷兰、数学家胡

明复、物理学家胡刚

复、中国地理学创始

人张相文、史学家仓

修良等一批杰出人物，

都生在泗阳、长在泗

阳。泗阳的长空因他

们的辉煌而灿烂。泗

阳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拥有 3 个博物馆的

县区。

泗阳“强富美高”，占断苏北第一春。

经济强，公私仓廪俱丰实。2022 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76.39 亿元（人民币，

下同。），同比增长 3.2%；完成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超 30 亿元，同口径增长 9.6%；

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县第 102 位。百姓

富，家家扶得醉人归。教育、医疗、养老、

就业、文化等民生实事取得新进展，农村

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连续 11 年高于城镇。

环境美，映日荷花别样红。优良天气率达

81.5%，市考以上断面水质达标率及优Ⅲ

比例达100%，国家一级保护物种东方白鹳、

中华秋沙鸭“做客”泗阳成子湖畔，连续

7 届入选“美丽中国 • 深呼吸小城”，新

入选“2022 健康中国 • 康养旅游百强县”。

社会文明程度高，堂前扑枣任西邻。入选

第二批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

县，拥有中国好人 17 名、江苏好人 46 名，

“美德泗阳、乐善之城”成为全县精神文

明建设靓丽名片，“理性平和、向善向上” 

彰显城市人文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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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旅游景点
       泗阳妈祖文化园：泗阳妈祖文化源远

流长。早在清康熙年间，福建商人到泗阳

经商，按“庙馆合一，人神共处”的规制，

兴建闽商会馆、天后宫，供奉祭祀，兼做

商旅客栈；妈祖文化遂在泗阳落地生根，

广为传播，至今绵延三百余年，信众广泛、

      ▲ 泗阳妈祖文化园。

香火旺盛，成为千里运河上唯一妈祖文化

遗存。为了发扬光大妈祖文化，泗阳择址

另建妈祖文化园，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正

式开园。妈祖文化园位于京杭运河泗阳

船闸西南侧情人岛，三面环水，占地面积

260 亩，是全球 6000 多座妈祖庙中罕见的

集水利、生态、风光及妈祖文化为一体的

多元文化旅游景点，也是千里运河上唯一

的妈祖文化遗存，独特的文化地标。整个

景观结构为一轴、一环、两心、一片区。

一尊高达 32.3 米、世界上唯一的三面妈祖

雕像，坐落在岛的最西端。除了妈祖像，

主体建筑还有妈祖广场、山门、钟鼓楼、

妈祖殿、观音殿、福禄寿三星殿。

       成子湖旅游度假区：成子湖旅游度假

区于 2015 年 11 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复成立，

水域面积 220 平方公里，沿湖岸线 72.3 公

里，规划面积 64 平方公里。建有一湖（成

子湖）、六湾（即六嘴，新庄嘴、桂嘴、

曾嘴、周岗嘴、高湖嘴、曹嘴）、八景（即

大湖风光、四季花海、五彩稻田、水上森林、

渔舟唱晚、石花浮镜、苇海探奇、鸟语天

堂）。成子湖度假区盛产优质稻米、莲藕、

芡实、菱角、青虾、小龙虾、螃蟹、鳜鱼、

鲫鱼及其他淡水鱼。贵嘴米曾荣获第七届

农产会金奖。有百年小街、瓦岗遗址、洪

泽驿馆、沙滩渔火、贝壳长堤、古石花县

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报墩岛、龙眼滩、

浮岛、成子遗湖等历史文化资源 20 余处。

小街渔村、T 型台、环岛自行车、生态渔港、

泗阳金秋“东方大集”开市 
市民开启“逛吃”模式

万亩荷花荡等生态旅游项目，让人尽享田

园溪水风光。2023 年又建成成子湖度假区

水上舞台。该舞台由一艘货轮改造而成，

舞台搭建在货轮的甲板上，矗立在水中央，

宛如一座古代建筑的水中亭台，别具特色。

      中国杨树博物馆：位于县农场境内，

依傍“中国意杨王”而建，占地面积 62 亩，

于 2007 年建成并对外开放，是全球唯

一的杨树文化展览馆，现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有意杨之王观赏区、

意杨产品观赏区、意杨群阵观赏

区三个景点。景区内建有圆型展

览馆 1 座，主要用于展示杨树文

化及杨树相关产品。展馆入口处

建有花岗岩群雕 1 座，人物造型

为对中国杨树产业发展作出杰出

贡献的领导、专家和基层科技人员

代表。

      南园：位于城厢街道南园村，在中

国地理学开创者张相文故居旧址重建，占

地 47.8 亩，2011 年 6 月份对外开放。现

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建有张相文故居、

         泗阳城市风光。   

新袁镇的羊肉，刚出锅的饺子，鲜甜

味美的秋桃……10 月 21 日上午，2023 泗

阳金秋庆丰收“东方大集”第一季暨国家

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启动仪式在泗阳县体

育馆举行，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新鲜农特产

品齐聚一堂，琳琅满目。前来参观消费的

市民络绎不绝，开启“逛吃”模式。

本次大集持续两天，全面展示泗阳县

农民生产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经济社会蓬

勃发展的状态。泗阳县政府通过发放“百万

消费券”，释放消费福利，激发农副产品

消费新活动，为全县市民带来一场饕餮盛

宴。

据了解，本次农产品展区面积约 2700

平方米，由 13 个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集中送展，同时设置

了泗阳秋桃、食在泗阳、宿有千香、泗阳

水饺、华绿生物特色展区等 34 个专题区域，

汇集泗阳全县 134 家农产品企业 ( 合作社、

家庭农场 )。

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现场熙熙攘

攘的人群热情高涨，刚吃了桃，那边的水

饺也出锅了，辣椒肉、香菇肉、荠菜肉、

芹菜肉、韭菜鸡蛋……各种馅料都有，热

气腾腾，吃起来更是鲜美无比。“不仅能

买到价格优惠的本地特色农产品，还体验

了一把逛大集的乐趣。”市民杨先生手提

大包小包，在泗阳特色羊肉摊位前排队购

买，“天气转凉，正是吃羊肉的季节。弄

点大白菜、粉丝、放点新袁羊肉，味道不

要太好吃”。

据了解，本次展会同步设立 6 个电商

直播区，由专业的直播团队推介参展的优

质产品，帮助泗阳农副产品扩大知名度，

走向全国。苏花等多家企业通过线上线下

两种宣传方式营销，集中展示具有泗阳特

色的农副产品，成为本次展会的一大亮点。

活动现场，还分别为第四批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揭牌，为泗阳县“十佳新农人”授牌。

近期，泗阳县还成功上榜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创建名单。为成功创成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县，泗阳县启动了九大创建行动，

即稳产保供提质增效行动、产业延链补链

强链行动、品牌农业培育提升行动、城乡

融合发展提升行动、乡村建设品质提升行

动、党建强基人才领航行动、乡村治理能

力提升行动、乡村文化赋能振兴行动、乡

风文明培育铸魂行动。

泗阳县将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总目标，

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为主线，全力打好

“四化”同步集成改革“组合拳”，全面

抓好五大振兴，纵深推动构建农业高质高

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

愿景，在县域类型提炼、典型代表分析、

项目结构任务等方面深入研究探索，努力

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可借鉴的“泗阳路

径”。 刘林 徐亚娜

江苏泗阳：历史悠久 生态宜居

         ▲洋河酒厂泗阳基地。

中国地文馆、游客接待中心以及活力森林

（生物界）、雾林漫步（气界）、地质田

园（陆界）、涟境微波（水界）、时空广

场（星界）等核心景观。   

泗阳地方美食
        新袁羊肉：新袁羊肉有 300 多年历史，

是泗阳县最具代表性的特色菜肴之一。据

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途径京杭运河新袁

段三岔，在此进膳，地方官吏令名厨烹制

一道味道鲜美、色香味浓的当地山羊肉献

上，乾隆品尝后赞曰：“此乃人间美食，

仁和（当时新袁名为仁和）羊肉甲天下也。”

从此，“新袁羊肉”作为贡品名扬天下。

新袁羊肉经烧、炒、爆、炖、冷炝等烹调

后，可做成 50 多道佳肴，具有肉味鲜美、

不肥不腻、香嫩爽口、没有膻味等特点，

且四季皆宜。2020 年新袁羊肉被江苏省农

业农村厅、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

商务厅评为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

       穿城大饼：穿城大饼厚约三四寸，单

块重约六七斤，直径五六十厘米。里外透

熟，外皮不焦，暄透筋道，甜香可口，是

泗阳人民竭诚待客的特色食品之一。据传，

隋炀帝横征暴敛，惹得民怨沸腾，人民揭

竿而起。程咬金的瓦岗寨义军来到穿城一

带，赶跑侵扰民众的官兵。地方百姓感恩

戴德，要为其杀猪宰羊，置办酒席，程咬

金一概不受。百姓为表谢意，集体商量：

每家烙一块饼送给瓦岗寨义军作为干粮。

要求各家面要下功夫和，饼要大些，尽

量厚些，细火慢慢烙，结果就烙出了又大

又厚又香又甜的特殊的穿城大饼。从此，

穿城大饼流传开来，名扬四方。

      泗阳膘鸡：膘鸡是泗阳独有的食品，

是泗阳饮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地方特产之

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将猪肉、山药、鸡

肉、鱼肉加工成糊，辅之以

蛋清、淀粉及各种调味品。肉、

山药、淀粉分层，做成约 5

厘米厚度的饼状，采用考究

的传统工艺蒸制。产品的上

层洁白如玉，下层红如玛瑙，

香味扑鼻，不肥不腻，嫩滑

爽口。膘鸡是民间婚庆宴席的“头道菜”，

也是走亲访友的特色礼品，深受群众喜爱。

2020 年被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江苏省商务厅评为江苏省百道

乡土地标菜。近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示了第五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拟推荐项目名单泗阳膘鸡制作

技艺入围传统技艺项目名录，成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八集小花生：八集小花生是泗阳名特

产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因产于江苏省泗阳县八集乡而得名。

花生壳薄，肉嫩，口感好，富含钙、铁、镁、

锌等微量元素，含油量高达 40%-43%。

经过炒制，具有白、香、甜、脆的特点。

早在春秋时期，孔夫子由鲁赴吴讲学，路

过今天八集这个地方，当地学子挽留夫子

讲学，送上干肉、当地土产花生作为礼品。

孔夫子品尝花生后，连声赞道：“微乎此果，

食可长生。”孔夫子走后，人们把他讲学

的地方取名“学城”，建房立牌位；把他

夸赞的花生取名“长生果”。

     ▲八集小花生。                                                           

     ▲新袁羊肉。

     ▲泗阳膘鸡。                                                           

泗阳民俗文化
         泗云渡桃雕：泗阳是中国民间（桃雕）

文化艺术之乡，临河镇云渡村的桃雕技艺

最具代表性，故得名“云渡桃雕”。云渡

桃雕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 400 多年

      ▲云渡桃雕。

代代相传，雕刻技法日臻精湛。种类有浮

雕和镂雕，方法有粗雕、中雕和细雕。粗

雕只具大致轮廓，类似写意；中雕线条分

明，局部镂空；细雕玲珑剔透，栩栩如生。

云渡桃雕富有“辟邪纳福”的文化内涵，

广泛用于婴儿配饰、男女手串、家庭装饰

等，深受群众喜爱，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和审美价值。代表作品有十二生肖、十八

罗汉、猴子背鱼、熊猫啃竹等。

       穿城古井：传说穿城有 72 口古井，现

已发现 11 口。据说，这些古井一经发现，

其水即可饮用，而且清凉甘冽可口。据泗

阳县志记载：穿城镇内有两口“神井”，“人

误坠其中，浮而不沉”，水位均高于附近

农田地面。这两口“神井”，一口位于镇

西北角，一口位于镇东北角。西北角的这

口井是砖砌的，水深 20 米，井台高出附

近地面两米左右。地平面以下水深 18.5 米，

地平面以上水深 1.5 米。水离井口不到 0.5

米，当地群众叫它“瓢舀神井”，即用水

瓢可以舀到井水。志书还记载：“二井皆

有鱼，或得之，头扁而黑，不类常鱼，人

不敢食，仍置井中。”当地传说，有一个

顽皮的男童用弹弓将神井里的一条黑鱼打

死，事后没几天即生疾病而死。1976 年唐

山地震时，人们发现井水在地震前特别浑

浊，震后又恢复如常。地震部门“触井生

情”，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观测点。东北角

的“神井”，相传是瓦岗义军罗成的饮马井。

井口与地面齐平，上有石栏。石栏内有无

数条打水井绳磨出的印纹，深浅不一，相

互交错。据说，从来没有人能够数清印纹

的确切条数；谁要是数准了印纹，此人必

被“井神”请去。在穿城，除了两口“神井”

外，还有一些新发现的千年古井。20 世纪

90 年代初，穿城接连发现两口古井，一口

在邮电所办公室的墙角下，一口在税务所

厨房的门槛边。这两口古井长期被埋于地

下，都是在盖房子时才被发现的。邮电所

那口古井是砖砌的，井口直径约 30 公分，

墙基就在古井口边上。井内水面离室内地

平面 1.5 米，水质清凉微咸，清澈透明。

税务所的那口古井，井口大小、式样与邮

电所的基本相同，但井壁不是砖砌的，是

陶圈套榫（sǔn）。

        庄圩童子戏：童子戏也称傩（nuó）戏，

属于表演类的传统曲艺品种，是宿迁市、

泗阳县文化保护项目。最初，童子戏艺人

在乡间从事迷信活动，把有一定故事情节

的说神道鬼的唱词，以及七字调、古儿书

唱本加工后，串演成戏文。它以地方方言

演唱，加锣鼓伴奏，唱腔粗犷，唱词通俗

易懂，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1949 年后，

童子戏摒弃其祭神驱鬼的迷信内容，新编

现代戏，在表演、音乐等方面都有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