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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红色”资源
讲述红色故事

“杨林村红色资源厚重，这
不仅指村中保存完好的豫西抗
日军政干部学校、八路军后方
战地医院、李先民故居等革命
遗迹，还包括那些鲜为人知的
红色故事。”杜江说，“我们有责
任也有必要将其发掘、整理，讲
述给更多的人。”

杜江认为，红色革命精神
是杨林村旅游发展的“灵魂”，
以此为支撑，把革命传统教育
与乡村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
红色研学基地等，弘扬正能量，
塑造“民族精神”，在乡村旅游
发展中需要探索和实践的空间
还很大。

用好“黄色”资源
保护传统村落

杨林村现有保存较为完整
的传统建筑院落 105个、房屋
310余栋，总面积达13568平方
米，建筑外部颜色以土黄色居
多，具有典型的豫西古民居建
筑特色。2018年，杨林村被列
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传统村落不仅涵盖乡土建筑和
历史景观，更为珍贵的是其蕴
藏的丰厚精神文化内涵。

如何在科学保护的同时，

合理发展与利用？杜江带领工
作队员挨家挨户向村民宣讲文
物保护知识与相关政策，鼓励
支持村民将传统建筑与文旅产
业相结合，在保护中传承，在传
承中发展。部分农户接受了工
作队带来的新思路，对老屋、旧
窑洞进行了修葺改造，依靠景
区客源，在自家院子里经营起
了农家乐，办起了民宿。曾经
破败不堪、几近危房的古老民
居重新焕发出光彩与活力。

依托景区旅游
带动“绿色”产业

杨林村地处登封大熊山腹
地，坐拥多种自然生态，山、水、
田园、村落和谐共生，植被茂
盛、景色优美、交通便利。辖区
内有大熊山仙人谷、大熊山摘
星楼两个风景名胜区。大熊山
森林公园拥有全区85%以上的
森林覆盖率。

作为乡镇政府主导旅游产
业的所在地，据统计，杨林村两
个景区 2019年的年接待游客
量约65万人次。杜江认为，如
何留住“人气”，将景区客流量
转化为拉动杨林村生态农业发
展的内需力量，改变种植模式，
发掘亮点，形成规模，真正实现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华丽

转身，是杨林村做大做强集体
经济的关键所在，也是驻村工
作队带领群众整合优势资源，
开发特色乡村游的着力点与发
展方向。

除旅游资源外，杨林村的
另一面“绿”还体现在农副产品
种植品类多样中。村属经济作
物主要有杏树、桃树、梨树等
10余种。其中，部分已初具规
模。驻村工作队目前正积极
与郑州市农委对接，加快推动
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依托现有 13570亩林地、
1035亩耕地、4个采摘园、8户
农家乐，4处民宿的优势资源，
利用生态农业体验、科普教
育、农业休闲度假、文化传承
等功能，重点打造乡村手艺人
传承馆和精品乡村民宿、农家
乐等乡村旅游内容，突出特色
亮点，建立品牌，带领群众共
同致富。

杜江说，下一步，杨林驻村
工作队将立足实际，结合乡村
旅游发展需求，盘活破旧、闲置
传统建筑、空闲地等资源；以文
旅强村，逐步实现乡村旅游景
区化。在拉动集体经济发展的
同时，注重环境打造与文化植
入，不断提升人居环境质量，促
进乡风文明和谐。

“小麦种上了，在家也没
啥事，刚好村里又建了几个大
棚，来这儿做点活儿不光有钱
赚，每天和乡亲们一起说说笑
笑也挺开心的！”村民耿香乐
呵呵地说。

耿香干活的大棚是晋爻
村争取扶贫资金、今年实施的
蔬菜大棚产业项目，共新建 9
个温室大棚，棚内面积 15
亩。目前 9座蔬菜大棚已经
建成，正在加紧棚内的土地整
理和蔬菜大棚产业项目的道
路铺设。

眼下，大棚基础设施还没
完全建好，就已经有回乡创
业青年准备和村委签订承包
协议，打算扩大自己的产
业。晋爻村民吴亚飞早些年
在外经营包装袋加工生意，
效益相当可观。一次偶然的
回家经历，让他认识到了乡
村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了
返乡创业的念头。2018年，
他放弃稳定的生意，回老家
承包了村里建设的 9个大棚，
开始种植小番茄。

吴亚飞说：“经过两年的
摸索，我种的小番茄已得到登
封、郑州等市场的认可，种植
技术也更加成熟。下一步我

打算把村里新建的 9个大棚
也承包下来，扩大种植规模，
让我的小番茄更具市场竞争
力，同时也能给俺村里的乡亲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晋爻村位于君召乡东北
部马鞍山南麓、挡阳山下，是
有名的省级贫困村，经过近几
年登封市、君召乡和郑州市
重点项目建设中心驻村工作
队的共同努力，发展光伏发
电、建设蔬菜大棚、拦河坝、
清理河道，不仅让村集体经
济破了零，也让村容村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晋爻
村也于 2016年退出贫困村，
全村 7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于
2019年全部脱贫。

现如今，一座座蔬菜大棚
已经遍布小山坡，村里的环
境越来越美、村民有活干也
越来越富。晋爻村党支部书
记吴洪甫说：“项目建成后，
通过出租，每年可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 6万多元，可提供
就业稳定岗位 12个，临时用
工 18个。村‘两委’也将积极
为回乡创业青年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培育富民产业，带着
百姓共同致富。”
登封融媒记者 王晓慧 文/图

君召乡晋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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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庄镇杨林村

“红黄绿”闪亮
乡村旅游特色之路

当前，随着霜降临近，小麦播种也将结束，本应开
始进入农闲时期，但在登封市君召乡晋爻村，村民却
没有闲着，每天都像上班一样按时到蔬菜大棚里干
活。10月19日，记者走进晋爻村，一排排蔬菜大棚依
山就势，整齐坐落在山坡上，大棚里10多个村民两两
合作，拉绳、起垄、平垄，干得热火朝天。

日前，在河南省全域旅游暨乡村旅游工作推进会上，登封市徐庄镇杨林村被评为
2020年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近年来，杨林村在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驻
村帮扶下，力推“红+黄+绿”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特色之路。

今年3月，杜江被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派驻杨林村任“第一书记”。如何帮
助村里增收致富，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成了杜江和杨林村“三委”反复探讨
的问题。杜江牢牢把握徐庄镇“党建领航·六村联创”工作要求，紧密结合乡镇发展规
划和派出单位——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职能，在深入调研，多次走访、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走“红色（革命教育）+黄色（传统村落）+绿色（生态环境）”的
发展道路，以三产带动一产，开发乡村特色旅游。杜江决心带领杨林村走出一条乡村
特色旅游之路。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王晓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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