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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记者在袁桥古村落保护
开发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人王向人的带
领下，一同领略她的悠久历史，一齐感受
她的乡村发展，一道见证她的华丽蜕变。

袁桥村隶属登封市大金店镇，距登封市
区10公里，辖袁桥、关村和西河3个自然村，
380户1618口人，耕地面积1760亩。207国
道毗邻村西，S323省道穿村而过。

王向人说：“美丽袁桥有 4张叫得响
的名片，分别是‘登封红一大’‘中原古村
落’‘河南孝贤村’‘千亩梨树园’。”

站在袁桥村东南角寨门前的石拱桥
上，青石铺地、寨门高筑，苍松挺立、石狮
迎门，庄严中不失古朴之风。史书记载，
明洪武年间，袁氏先祖袁克诚带领妻子儿
女全家11口人从山西洪洞县移民来到登
封居住在这里，因村东沟内常年流水，于
是，举家动手在河沟上修筑了一座石拱小
桥，“袁桥”的名字也由此而诞生。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初二里头文
化及二里岗商代早期的古文化在这里都
有遗存。袁桥村西北的河滩地断崖上，还
能看到遗址文化层和灰坑。

袁桥村现存有明洪武年间古槐树一
棵，距今500多年；明万历年间袁国臣（文
思院太史）组织修建“避难碉楼”一座，距
今约 440年；明·古民居一座，约 400年；
清·传统古民居三进式“四合院”以及四进
式“四合院”和中国共产党登封县第一次
代表会遗址。

2017年，“河南袁桥古村落保护与发
展有限公司”成立，重点开发袁桥村古文
化资源，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以
此带动全村经济发展。

该项目总投资 3.8亿元，由磴槽集团
袁氏三兄弟投资建设，分三大区域：一是
包括寨墙在内的明、清、民国时期的历史
古建筑保护和修复；二是村北部村民安置
新区建设；三是对村落周边环境改造、提
升，重点打造林果种植、农业采摘、旅游观
光项目。

袁桥村党支部书记袁跃玮说，截至目
前，袁桥古村落项目已投资 2.3亿元。如
今的袁桥，寨墙已部分修复，寨门楼巍然
屹立，文化陈列馆、文化大院、文化活动中
心、地坑院和农耕文化展示厅已基本建

成。走进袁桥，仿佛穿越在历史的长廊
中，处处彰显着古村落的庄重和威严。

据了解，这个对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进行传承和教育的项目全部建成后，袁桥古
村落会得到更好地修缮保护，全村居民生活
条件大为改观，村民也将实现劳有所得、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从此摆脱贫困村的束缚，
过上幸福指数与日俱增的美好生活。

“为了袁桥村长远发展，我们村‘两
委’经过精心谋划，产业发展方向更加明
晰：一是成立种植集体经济合作社，扩大
果园种植面积，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
收入；二是以古村落为依托，大力发展袁
桥美丽乡村旅游项目，预计到 2021年将
促进本村及当地村民1500人在家实现就
业、就地实现增收。”对袁桥村的未来发
展，袁跃玮很有信心。

特色+亮点，开发+保护。袁桥村的古
老故事还有很多等待发掘整理、保护传
承，期待四方宾朋前来参观游览、休闲体
验。“让我们讲出袁桥更多好故事，传递袁
桥更多好声音，让袁桥古村落的故事一代
一代流传下去。”

大禹神话传说传承保护
学术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11月14日至15日，大禹
神话传说传承保护学术座谈会在登
封市召开。来自上海、黑龙江等省、
市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登封大禹
神话传说的传承、保护与弘扬畅所欲
言，挖掘其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此
次学术座谈会由河南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郑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登封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登封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会议期间，专家
学者们还考察了启母石、启母阙、祖
家庄、北五里庙、大禹文化展览馆等
大禹文化遗迹。
登封融媒记者 王松鹏 卢松娥

卢店镇开展农村饮水
安全专项提升行动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卢店镇开
展农村饮水安全大排查、十达标专项
提升行动，聚焦问题抓整改。该镇以
属地管理为原则，排查任务明确到
人，逐村、逐户、逐工程排查，全面掌
握全镇农村饮水安全情况，严把质量
安全关，查漏补缺。发放农村饮水安
全用水户明白卡，引导群众树立护水
节水意识；建立镇、村群众饮水问题
投诉受理机制。对群众投诉问题可
以立即解决的，限期办结；对暂时不
能解决的，积极协调，耐心细致做好
群众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
得感。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颍阳镇做好城乡居民
“两险”集中征缴

本报讯 自启动城乡居民“两险”
集中征缴工作以来，为切实将这项与
广大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工程办实
办好，登封市颍阳镇统筹力量、集中时
间、强化责任，加快工作进度。做好动
态调整，全面广泛宣传。同时采取“边
入户、边宣传、边征缴”的方法，调动群
众积极性，将上户征缴逐步改变为群
众主动参保缴费，切实提高工作效
率。截至目前，全镇25个行政村征缴
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开展中。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

登封市总医院
严格落实秋冬防疫工作

本报讯 自 11月 2日登封市举行
“戴口罩、严防控、全民齐行动”活动
启动仪式以来，该市各单位积极响
应、迅速行动，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
个人防护习惯，登封市总医院作为重
点医疗单位，多措并举开展秋冬季防
疫工作。在登封市总医院门诊大厅，
对于每位进医院的患者，预检分诊处
都做到精确预检。扫码、验码、戴口
罩、测体温、保持一米线距离、实行一
医一患制，让患者放心前来就诊。不
仅门诊部，登封市总医院还对各个病
区也严格执行防疫管理制度。同时，
登封市人民医院作为登封市总医院，
对 18个公立医院成员单位的整个秋
冬疫情防控实施一体化管理。
登封融媒记者 崔帅 陈晓东

登封将生态优势与精准扶贫相融合

“旅游+扶贫”乡村旅游方兴未艾
本报讯 近年来，登封市积极推进“旅

游+扶贫”模式，将生态优势与精准扶贫巧
妙结合，昔日穷山沟变成了度假区，农家
饭变成了特色美食，许多贫困人口和低收
入村民在绿水青山之中找到了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金饭碗”。

环境清幽、淳朴自然，位于登封市徐庄
镇境内的大熊山仙人谷景区俨然一处世外桃
源，凭借十里溪谷、熊山览胜、登云桥、红色文
化展览馆等20多处山地自然景观及休闲娱乐
项目，景区每年吸引游客达60万人次。

其实，几年前的徐庄镇还是另外一番
景象，其下辖的3个市级贫困村就有贫困
户205户、贫困人口755人，大部分村民还

处在靠天吃饭的状态，而随着2017年5月
景区正式对外开放，一切都慢慢变好起
来，村集体经济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如果说资金的注入、景区的综合开
发，让徐庄镇填补了旅游产业的空白，村
民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那么范家门村
“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的乡村
旅游发展之路，则成为登封市“旅游+扶
贫”的又一模式。

聘请国内知名旅游权威机构进村考
察，依托村里良好的自然条件，制定适合
村特点的旅游发展规划，如今的范家门
村，不仅靠旅游业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
子，范家门风景区也成了很多人休闲度假

的好去处。
在整个景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范家门

村党支部始终把群众收入放在第一位，群众
能做的工程让本村村民干，特别是对贫困户
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岗位，群众打工这一
项收入就达310多万元，每户收入5300多
元，再加上土地流转收入和退耕还林补助收
入，全村贫困户年均收入达7600多元。

当前，依托乡村振兴的政策优势，范
家门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全村村民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成立了置业股份、劳务
股份、房屋股份、土地股份、资产股份等五
大合作社，村民收入更加多元化。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袁桥风光好登封袁桥风光好
百年古村落百年古村落 焕发新光彩焕发新光彩

本报讯 近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布了关于认定2020年郑州市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休闲观
光园区的通知，登封市大金店镇袁桥村成功入选。在“天地之中”登封，近几年只要一提起袁桥村，人们总
是伸出大拇指说：那里的梨太甜了，那里的古村落太美了，那里的文化遗存很悠久，那里的革命故事很感
人……这里的一切无不让人梦绕魂牵。 登封融媒记者 杜帅武/文 王晓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