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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这里的老家记忆很好，特地
赶来看看。”来自郑州市区的王先生来
到杨家门后激动地说，“目之所及皆是
魂里梦里的‘老家’。”王先生说的杨家
门，经过保护开发之后，还有一个名字
叫作禅心居。

杨家门村周边丘陵谷地并存，泉

溪自成水系，极具特色的古屋、石窑、
古楼房保存完好，是典型的中原传统
村落。穿行在古村小道上，徜徉在诗
情画意中，一阵风吹过，花瓣随风飘
舞，可谓是步步生花。作为对传统古村
落的保护利用和开发，杨家门真正还原
了一个“回得去的故乡”。

中牟一季度旅游
突破400万人次
同比增长40%以上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马沂
峰 董晨辉）记者近日获悉，今
年以来，中牟县坚持把恢复和扩
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制定“促
消费、惠民生、稳增长”专项方
案，持续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
发放消费券 620万元，开展促消
费活动 30余场，带动社会消费
4000万余元，全县消费市场环境
迎来复苏。第一季度，杉杉奥特
莱斯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一
季度任务目标，实现增长60%。

中牟县大力开展“‘中’意之
旅、满‘牟’风光”春季旅游惠民
季主题活动，联合方特旅游度假
区、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电影小
镇等旅游景区，丰富节日主题活
动。一季度，全县旅游突破 400
万人次，同比增长40%以上。

中牟县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上扬，1
月至 2月同比增长 9.8%，其中，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70.1%。一季
度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25%。

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郑东新区企业足不出户
补贴自动到账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晚
报记者 马燕 陈海潮 通讯员
王冲）“没有提出申请，郑东新区
就将这笔补贴资金打到我们账上
了。”昨日，河南巧意托育宏图街
示范性托育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
收到补贴资金后激动地说。

今年以来，郑东新区经济发
展局对各项行政给付、资金补贴
扶持等方面政策进行梳理，通过
业务标准化和数据比对，最大限
度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免申即享”，即符合称号
类、考核认定类等条件的企业，
免予申请、不需要报送审批材
料，政府部门通过优化服务、信
息共享等方式，让企业足不出户
就可以享受政策资金“送上门”。

为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
托育服务积极性，郑东新区经济
发展局探索实施“免申即享”方
式助力企业获取托育建设 2022
年中央预算内资金。列入“郑州
市普惠托育服务建设 2022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的 3个项
目无需准备材料，也不用跑相关
部门层层申请，中央预算内补贴
资金共计 250万元于 4月 4日
“直达”3家公司账户。

“免申即享”改革进一步提
升了政务服务智能化、精准化水
平，推动郑东新区从被动服务向
主动服务转变，从“人找政策”到
“政策找人”转变，实现政策红利
直达快享。老屋、水系，充满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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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记忆+崇山书院+美丽乡愁
乡村原生态请你“常回家看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
着孩子，常回家看看……”4月
9日，记者走进列入第五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的登封杨家
门村，只见翠竹古树、莺啼燕
舞，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民
宿书院、相得益彰……宛如
走进了魂牵梦萦的故乡。这
里的一石一木镌刻着“老家
河南”的记忆，一屋一巷遗存
着“老家”特有的烟火气息。
利用现有的乡村旅游资源，
杨家门正在打造一个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美丽乡村。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袁建龙 文/图

“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越走越宽
广。”说起今后的规划，少林办事处一位
负责人表示，杨家门结合自身特点，第一
阶段的保护开发非常成功，下一步重点
打造独特乡村风情的乡村美食、有机生
态菜园、露营地和老茶摊。

露营地，是杨家门下一步建设的亮
点，依托水系旁天然地势及原有村落遗
留残垣而打造，让人置身田野，听取鸟叫

虫鸣，感受一种慢节奏的乡村田野生活。
老茶摊，将依据村落里遗留的石窑

洞，在弯曲的小道上，置一张原生态的长
桌，放几张古朴的椅子，摆上“大碗茶”，
让人们在这里品尝含着满满乡村味的
茶，看书、聊天，享受休闲诗意的生活。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春日
的杨家门美景犹如“天上人间”，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常回家看看”。

徜徉“老家河南”，找回乡愁记忆

改造“空心村”，守住乡村原生态

登封市杨家门村地理位置偏僻。
十几年前，这里荒草丛生，村民纷纷搬
出村子，杨家门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
“空心村”。

2011年初，来杨家门的陆海龙首次
踏上这片土地，浓浓的乡愁便在心里挥
之不去，带着对“老家味道”的感情，也带
着乡村振兴的使命，他决心改造“空心村”。

2011年下半年，陆海龙组建团队，

对乡村道路、古桥、古树、古井、庭院、老
屋，以及屋内的老梁、旧瓦、泥墙进行保
护性开发。陆海龙说，留住这些历史痕
迹，让杨家门这个传统古村落更有古
韵。陆海龙成了杨家门保护开发的负
责人。在保护开发中，他坚持不拆一座
老房、不砍一棵树、不填一口井、不改变
原有的脉络的“四不”原则，保护好沟沟
坎坎、一草一木，守住美丽村庄原生态。

构筑“乡愁记忆”，奏响乡村振兴共鸣曲

多年过去，如今走进杨家门，就
像走进了一座天然的乡村文化记忆博
物馆。石窑洞、田园农耕和传统手工
艺，成为触摸乡愁最直接的方式。食、
宿、耕、读，犹如一张桌子的 4条腿，共
同撑起了杨家门乡村振兴战略稳固的
发展格局。

杨家门精心打造的乡宿成了体验
乡村、乡景、乡情、乡风、乡味的真实生
活场所。每一个小院子都有别具一格

的名字和风情，依势而修的房舍，古墙
老瓦元素的点缀，古朴古质的手工家
具，处处透露着朴拙、简约、归真。村
民参与管理和运营，村子更宜居了，村
民们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而杨家门崇山书院将中国传统文
化的学习与现代文化教育进行有机融
合并延伸，是杨家门古村落的文化核
心。人们在这里参国学、品艺术、弘道
育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天上人间”杨家门，吸引人们“常回家看看”

孩子们在习武孩子们在习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