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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带富乡邻
几年前，尖山沙古堆村王红军和李

秋霞夫妇为供两个孩子上学，在离家30
多公里的牛店镇开办小餐馆谋生，眼看
着近年来到尖山观光旅游的外来游客
越来越多，他们毅然回到尖山老家开办
了红军农家院，去年收入达10万元；生
意越来越好，他们还从附近贫困户雇了
服务员，并主动帮助周围贫困群众销售
柴鸡蛋、山野菜等土特产。

随着尖山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游
客对原生态绿色食品的青睐，尖山的
土特产品销售供不应求。尖山景区充
分利用全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探
索发展山区区域特色经济。采取“公
司+基地+农户”和“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方式，发展适度规模化种养基
地，辐射带动、规范引领群众大力发展
土猪、柴鸡林下生态养殖和“密二花”、
高山无公害蔬菜、小杂粮种植及柿子
醋、山野菜深加工，大大提高了当地群
众的年收入。

旅游业开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
和持续推进，使尖山成为潜力巨大的
投资热土。发展环境的日益改善和持
续稳定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尖山人看
到了商机和活力，人员不断回流，搞养
殖、种植、加工、销售，开办农家院……
在当地党委政府、群众和投资大鳄“众
人拾柴火焰高”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
尖山，必定更加生机盎然。

昔日军民同心抗敌寇 如今旅游扶贫闯新路

老区尖山“红”“绿”辉映绽新颜
又到一年开学季，儿童游乐场、国内热点景区渐渐鲜见孩子们的身影，而有一个地方的游客人数却一直没有“淡旺季”

之说，甚至还迎来又一个参观高峰——位于新密市尖山田种湾村的“中原豫西抗日纪念园”，持续受到青少年及其家长、学
校的追捧。据了解，新密尖山风景区，既有伏羲大峡谷等绿色生态景区，又有中原豫西抗日园这样的红色经典主题景区，
有绿色风景“养眼”，红色教育“养心”——这种“红”“绿”辉映的特殊景致，成为新密尖山风景区从过去贫穷的革命老区焕
然新生为旅游胜地的“独门秘籍”。郑州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立 左丽慧/文 唐强/图

红色旅游一枝独秀
1944年 12月底，在抗日英雄

皮定均、徐子荣的主持下，中共密
北委员会、密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和
密县抗日独立团同时在新密尖山
成立。1944年 9月到抗日战争胜
利前夕，“皮旅支队”点燃的革命烽
火烧遍了整个豫西山区，创建的豫
西抗日根据地面积有 2万多平方
公里，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创
建的全国 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豫西抗日根据地，虽创建时间较
晚，但历史意义重大，它使八路军
1944 年局部反攻取得重大成果，
加强了陕甘宁边区与华北、华中解
放区之间的战略联系，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人民
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重返豫西奠
定了基础。

去年 9 月，尖山田种湾村中
原豫西抗日纪念园作为我省保
存最完整的实地原貌抗战遗址
公园正式开放，纪念园目前共设
展厅 46间，布展实物和图片 1200
多件——作为绿色景区中的一抹

“红色”，“中原豫西抗日纪念园”不
仅让人追寻历史遗迹、感受红色氛
围，还能体味革命精神，汲取人生
前进的动力。

“豫西抗日纪念园规划面积 4
平方公里，以皮定均工作旧址为中
心，相继建成了纪念广场、密北抗
日民主政府、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
队司令部、特务连、密北抗日独立
团、战地医院、拓展训练场等30多
个红色旅游景观，通过实物展示、
展板说明、导游讲解以及游客体验
等方式，全面、真实、客观地再现中
原人民坚持抗战，浴血奋战的历史
与风貌。”据纪念园负责人介绍，自
开园以来，该园已经吸引大量附近
居民前来参观；不少中小学校联系
这里成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党员干部也赶到这里重温入党
誓词，“还有一些抗日题材的影视
作品，专程赶到这里取景拍摄，以
原汁原味呈现抗日历史。”

“我们今天平安幸福的生活，
是革命先烈们用生命争取来的，
如果不到现场来看，我们很难想
像当时抗日英雄们的真实生活环
境。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多来这
样的地方看看，了解我们不该忘
掉的历史。”参观了司令部旧址、
密北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及展览室
里陈列的衣物、刀枪、炮弹等遗物
后，小学五年级学生王玺颇有感
触地说。

尽管田种湾村有着保存相对
较完好的遗址，但过去因缺乏有效
整合，田种湾村的红色历史并不为
外人所知。“再不搜集、整理当年的
遗物，保护遗址，这段红色历史知
道的人就会越来越少。”该园负责
人表示，田种湾村周边有多个正在
开发的旅游景点，有了中原豫西抗
日纪念园，景区连片发展效应更加
明显，“红”“绿”相互映衬，人们既
能欣赏自然美景，又有爱国主义教
育的场所和平台，相互促进发展，
实现了1+1＞2的目标。

据了解，随着新学年的开始，
有学校主动前来联系，发展中原豫
西抗日园为校外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在刚过去的“8·15”日本投降
日，也有很多市民前来参观、凭吊
抗日英烈。

位于郑州西南45公里的尖山风景区，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闯入鼻尖的空气清新
宜人，即使在挥汗如雨的夏季，山间的阵阵
清风也让人顿觉凉爽。

据尖山风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尖山地
理环境独特，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资
源丰富。早在7000年前，这里就是人祖伏
羲氏活动的重要区域，黄帝在此问道、广成
子和鬼谷子在此讲学的故事广为流传。现
存有春秋时期萧鱼会盟之地、中国最早的
长10余华里的郑韩长城遗址段落、隋朝的
窖粮坑、北魏唐宋时期寺院及石窟造像、明
代采矿遗址银汞峪、元明清时期20余处古
寨堡、霞客古道、皮定均抗日工作旧址、密
北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等众多历史遗迹；伏
羲山特有树种“亢树”、我国北方地区规模
最大的溶洞神仙洞、国内罕见的万亩野生
杏林、地质奇观红石林等诸多自然景观，这
里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中药材“密

二花”的故乡。
过去，尖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发展

工业经济先天不足。近年来，原生态乡村
田园生活受到了城市居民的追捧，尖山风
景区管委会充分发挥尖山历史文化和生态
旅游资源优势，把旅游作为带领山区群众
脱贫致富的发展捷径，让尖山群众不再抱
着“金饭碗”四处要饭吃。

三年来，尖山风景区管委会充分依托“伏
羲故里，魅力尖山，养生福地，长寿之乡”的特
色资源优势，坚持将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旅游
开发和特色农业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积
极探索旅游扶贫尖山模式，着力加快山区旅
游业开发建设和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如今，尖山拥有 4A、3A 级景区各一
个，游客接待量由 2013 年的 50 万人次、
2014年的150万人次猛增到2015年的300
多万人次。预计到2020年，尖山风景区年
游客接待量将突破500万人次。

经过几年的发展，尖山景区面貌一新，发
展喜人，如何利用尖山优势保持前进的步伐？

在尖山景区管委会党委书记刘红建看
来，“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首
先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此，尖山景
区依托政策，争取计划总投资4000万元的
郑州市贫困山区区域特色经济项目，新修
了22公里旅游道路，在全区总体形成了一
个旅游大环道和东、中、西、南 4个区域性

的旅游小环道，实现了各景点的互联互通，
提升了景区配套服务设施综合服务水平及
旅游服务品质，优化了投资发展环境。

在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的助力下，辖
区内的“农家乐”由之前的48家猛增到现在
的170多家，直接新增就业服务岗位500多
个，增加群众直接经济收入 1000多万元。
促进了项目公司直接投入资金5亿元，强力
推动全区旅游业加快了开发建设步伐。

山村变身“田园城市”
一个地区发展的最终体现，是地区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在打造优质景
区，丰富城市居民休闲生活的同时，尖
山景区的居民也享受到环境改善、经济
收入增加的“甜蜜”：新密市根据尖山现
有的伏羲山大峡谷旅游区、羲皇圣地美
景、风能发电等重点项目开发建设需
要，把尖山风景区旅游发展与扶贫开发
移民搬迁相结合，引入社会资金，规划
建设杏苑、田种湾、伏羲古镇3个新型社
区及尖山移民搬迁社区，着力促进农村
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努力让山区群
众早日过上“比城市更好、比乡村更美”
的“田园城市”生活。

其中，杏苑社区和田种湾社区一
期工程全面竣工，杏苑社区已完成
211户678人的征迁群众回迁安置，田
种湾社区已完成了63户230人的征迁
群众回迁安置。

正在加紧建设的计划总投资 7.5
亿元的伏羲古镇社区集扶贫开发移民
搬迁、新型农村社区和尖山风景区旅
游服务于一体，规划建设生态酒店、3
万平方米的商业街等，幼儿园、小学、
卫生所、金融网点、水、电、路、气、通信
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古镇将重
点对入住社区的贫困群众实施精准扶
贫，在给予其扶贫政策资金补贴的基
础上，再按照建筑成本价为其提供安
置住房和门面房。同时，依托尖山风
景区旅游业开发建设，规划发展餐饮、
住宿、休闲、购物等旅游服务产业，可
新增就业岗位1500个，有效解决搬迁
群众就地就近就业问题，确保其“搬得
出、稳得住、有活干、能致富”。

从革命老区到旅游胜地

夯实基础借“景”招商

▶回迁村民安置
新居

▶密北抗日民主
政府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