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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出山店水库修好了，我们这些老街坊就很难
聚到一起了！”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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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刘增诗老人感慨地说。刘增
诗是土生土长的游河人， 他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里可
是位能人，木工、油漆工、盖房子、种田，他样样不差。转
眼间，昔日的壮小伙如今已是两鬓苍苍。他每天都在游
河老街口为乡亲们补鞋。“他可是个老先进了， 风雨无
阻，每天都在这里出摊。”一位前来修鞋的老街坊笑着
跟记者说。

修建出山店水库对河区游河乡的影响最大。多
少年来，因为一直传闻出山店水库要开工建设，乡里的
基础设施一直都没有建设，老街几乎还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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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
模样。游河老街有着豫南乡镇的典型特征，这里至今还
保留着很多传统的手工作坊和老商铺。走进一家挂着游
河供销社牌子的门店里， 里面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东
西，柜台还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陈列模式，陈旧的
木质柜台上一个掉了一串珠子的老算盘被手摸得发出
暗光，令人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店主夫妇告诉我们，现
在乡供销社早就不存在了，改制后，当年供销社的柜台
都被职工留着自己经营用，因为一直说要修水库，谁也
不敢翻新房子、添置新家当，水库修成了他们也都该搬
走了，这些老古董也将成为历史，成为他们今后生活中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游河老街还有一个特色集市，就是沙滩集。问及沙
滩集的起源也无从考证， 街上的老人说他们当小孩的
时候就是这样赶集的。 这里的集市跟信阳大多数农村
的集市一样分单双日逢集。老街的沙滩集是双日逢集。

早上， 我们驱车来到这里时已是艳阳高照， 过了游河
桥，顺着河滩下去，这里早已熙熙攘攘。河滩上，既有菜
农贩卖自己种的各种蔬菜， 也有农民将刚打来的鱼虾
拿来换钱；既有贩卖日用杂物的，也有展示各种时装的
摊位。因为物美价廉，吸引不少周边的村民赶集购物，

甚至一些市民都慕名前来买菜。沙滩下，一座木质结构
的小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这座破旧的小桥连接起集
市和对岸，络绎不绝的赶集人肩扛手提从桥上通过，阳
光下，他们的身影倒映在河里相映成趣。

看见我们在集市上拍照，村民们说，这里破破烂烂
的有什么好拍的。也有村民说，拍吧拍吧，等水库修好
了这个地方都淹了，什么也拍不到了。

穿行在老街上， 老街坊们依然按照他们的生活方
式在生活，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丝毫感受不到眼前
的一切即将成为历史。我想，为了出山店水库早日建成
使用， 这里的人们会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搬
到新的安置点开始新的生活， 而这里的一切也将永存
在老街人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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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承载了游河人世世代代生
活印记的木桥依然是人们出行的重要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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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础设施不健全， 老街的人
只能打井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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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小姐妹在老街门前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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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旬的刘增诗老人每天风
雨无阻在街口出摊给大家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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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的修表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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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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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河桥是进入游河老街的必经
之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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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老街沙滩集虽然很简
陋，但是品种丰富、物美价廉，沙滩集也
成为一大特色农村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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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店水库项目曾于
1959

年、

1970

年两度开工建设， 但先
后因三年自然灾害和资金等问题而停建。出山店水库是历次治
淮规划均要求建设的唯一一座干流大型洪水控制工程，属国家
大型水库。水库位于淮河干流上游，距离信阳市中心约

15

公里，

控制流域面积
2900

平方公里，规划总库容
12.74

亿立方米，发电
装机容量

3100

千瓦。水库建成后，可保护下游
170

万人口和
220

万亩耕地，年均减灾效益
4.3

亿元，水资源直接效益
2

亿元。该水
库对于控制上游山区洪水、提高下游河道防洪标准、充分利用
水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出山店水库建成后，将为信阳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虽然规划总库容

12.74

亿立方米，比南湾水库的库容小，但
因其库区地势平坦，建成后的出山店水库实际库区面积可能比
南湾水库大。这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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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信阳将再添一座像南湾湖一样
美丽的大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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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河老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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