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文学家——马祖常  

 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光州（今潢川）人。祖宗雍古部人，居靖州天山（今内

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西北）。高祖锡里吉思，金末为凤翔兵马司判官，死后赠封恒州刺史，

子孙按照“以官为姓”的惯例改姓马。曾祖月合乃，跟随元世祖忽必烈至汴，累官礼部尚书；

父润，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曾任光州监军，始居光州。  

 王实味（1906 年 3 月 12 日-1947 年 7 月 1 日），作家，河南潢川人，妻子刘莹。  

自然条件 

地形、地貌 

 潢川地处大别山侧洪积扇向淮北平原过渡地带，地质结构属淮阳古陆边缘的一部分，地

貌为剥蚀侵蚀类型，地势南高北低，略向东北倾斜。境内淮凤岗、七里岗、黄寺岗与寨河、

潢河、白露河、春河“三岗四河”相间分布，淮河沿县北侧东流，将全县地貌分为三个类型：

南部为低山丘陵，面积占 11.4%；中北部为垄岗，面积占 65.7%；沿河为平原洼地，面积占

22.9%。  

气候、土壤 

 潢川位于亚热带北部的边缘，为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湿润气候。年均日照时数

2092 小时，太阳辐射量 118.25 千卡/平方厘米，无霜期 226 天，全年平均温度 15.3℃，年均

降雨量 1039 毫米。土壤类型多种多样，共有三个土类、7 个亚类、17 个土属、61 个土种，

其中水稻土占 68%，黄棕壤土占 26.4%，潮土占 5.6%。  

资源、特色 

 潢川水资源充足。水资源年均总量 73.47 亿立方米，地表径流占 7.9%、地下水占 1.3%、

过境水占 87.9%。动植物资源丰富。县域内有高等植物 247 科 839 种，脊椎动物 3 类 30 目

295 种，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3 种、省重点保护动物 18 种。特色产业闻名遐迩。潢川是中

国花木生产基地，花卉种植面积达 18 万亩，卜塔集镇被命名为“中国花木之乡”；华英集团

被誉称为“中国鸭王”，年生产加工樱桃谷鸭 7000 万只，产品畅销韩、日、中东、俄罗斯和

香港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华鳖为正宗原产地，年产生态中华鳖（甲鱼）36 万公斤，被

誉为“甲鱼王国”。此外，潢川贡面、卜集州姜、淮南麻鸭、高桩馒头、三股油叉等地方名

产名吃享誉全国。  

    综合实力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持续扩张 

 初步核算，2005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60.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21.28 亿元，增长 11.6%；第二产业增加值 22.75 亿元，增长 17.4%；第三产业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