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嵩县 全域旅游再升级 绿水青山淌金银
“旅游+”全域旅游再升级

9月20日，在绿水青山环
绕的嵩县德亭镇老道沟村，老
道沟乡村文化旅游节点燃了
“嵩县爱你”的浪漫中秋之旅，
颇负盛名的“唐宫小姐姐”与众
多游客穿梭于山水花草间，让
游客体验到一种别具一格的乡
村文化、乡村风情。

不仅仅老道沟游人如织，
嵩县青山绿水间，处处有欢歌。

中秋时节，嵩县陆浑湖国
家湿地公园水天一色，游人络
绎不绝；美丽乡村三合村“手绘
小镇”又迎来了一批写生的学
生；车村白云小镇山间步道，游
客如云；陆浑镇板闸店村辣椒
种植基地一片火红；饭坡镇曲
里村石榴园果实累累……从白
云山、木札岭、天池山景区到一
个个美丽小镇，再到陆浑湖边
的特色农业产业园，游人如织，
笑声如铃，处处一片丰收景色。

近年，嵩县立足“国家秦巴
片区生态功能区”“河南省西部
生态区”“洛阳市南部生态涵养
区”的生态优势，深入贯彻县域
治理“三起来”重大要求，以“打
造伏牛山国民休闲旅游度假
地”为目标，坚持以富民为导
向、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乡村
振兴为抓手、以城乡统筹为支
撑，系统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
业生态化，推动农文旅深度融
合，着力建设成全市生态文明
引领区、特色产业示范区、城乡
融合样板区、县域改革先导区。

如今，美丽生态与经济发
展良性互促的“村美民富”局面
正在嵩县形成……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罗孝民王博

理学圣地二程故里

乡村民宿经济，被消费者称为“宿在民居、乐在乡

间、游在山水，具有自然味、乡土味、人情味”，是“有温

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有情感的体验”。

车村镇是嵩县民宿经济的一个亮点。

车村镇是嵩县生态旅游的龙头和重心，在白云山

景区的带动下，全域旅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百

里农家宾馆长廊，带动了景区周边广大人民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

“乡村旅游，始于农家乐，进而民宿游。如果说农

家乐是乡村旅游的初级版，那么民宿游就是乡村旅游

的升级版，农家乐注重基本需求，民宿可以提升至精神

享受。”嵩县车村镇党委书记方英伟对旅游颇有研究。

2018年5月6日，车村镇主办的“保护老屋 我们在

行动”民宿新闻发布会在白云山上举行。

车村镇按照乡村运营思路，积极引进和培育乡村

运营人才，通过招募乡村运营团队“三石云合”公司推

出的“认领老屋，发展民宿”项目，已认领老屋214套，

目前成功改造运营54套。

如今，车村镇儒林幸福里、归巢、伴园、漫拾光等高

档民宿已经成为业界品牌。在风格迥异的民宿里，你

可以感受宁静淡雅，抑或是十足野趣，又或者是天真童

趣……以民宿为载体，将传统手工、艺术沙龙、民俗活

动、农事体验等元素植入民宿，创新研发文化业态和创

意产品，特色发展、融合共生，以此吸引消费者，已在嵩

县民宿发展中蔚然成风。

“乡村民宿是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切入点、

整合农村资源的‘牛鼻子’、关联农村整体发展的大平

台，是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是发展乡

村旅游的重要抓手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嵩县

县委书记宗玉红说，嵩县正在以“打造伏牛山国民休闲

旅游度假地”为目标，持续叫响“5A嵩县 全域旅游”名

片，坚持宾主相洽、旅居相宜、产城相融，在“旅游+”中

融入健康养生、休闲文化等多业态，完善“吃”“住”“行”

“游”“购”“娱”六大要素，走出一条以绿色生态引领旅

游高质量发展，以全域旅游引领社会全方位进步的“双

引领”道路。

嵩县农文旅融合产业链集聚已经按下“快捷键”。

嵩县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绿色优势，打造“农业+

旅游”农旅融合新业态，逐步形成“农旅结合、以农促旅、

以旅兴农”的产业格局，着力培育“林、药、牧、烟、菌、桑

蚕”等农业特色产业，全县发展经济林50万亩、中药材

55万亩、烟田2万亩、食用菌1.5亿袋等，持续推进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品牌建设，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形成一批基础条件好、主导产业突出、带动效果显著的

农业产业化乡镇，成为全国最大皂刺种植销售基地、全

国最大槲叶采摘加工出口基地、全省最大夏香菇种植基

地、全省最大桑蚕种养基地。

中国（嵩县）第三届二程理学当代价值高层论坛暨

首届二程理学研究成果“双年奖”评选活动、伏牛山金

秋红叶节、嵩县文旅短视频大赛、嵩县金秋银杏观赏

季、天池山定情节、嵩县美食寻访季等八场金秋盛宴将

给游客带来惊喜不断。

聚焦郑州、洛阳、焦作、北京四城推出景区免门票、

民宿打五折、特产打八折、驿站式服务四项优惠活动，

设计“湖山圣域 嵩县爱你”生态游、农旅游、红色游、研

学游等产品，形成陆浑湖湿地观鸟、伏牛山休闲康养、

“两圣”文化园论“道”说“理”、乡村旅游“百花齐放”等

特色旅游品牌，吸引更多游客来感受美的风光、美的味

道、美的人文、美的生活、美的发现。

清酒、茵陈汁、蒲公英茶、银鱼酱、香菇酱等嵩县特

色农副产品“嵩上好礼”琳琅满目，将集中亮相展销……

“嵩县因山而秀美、因水而灵动、因文化而厚重。

最大的资源是生态，最大的优势在生态。”嵩县县委副

书记、代县长辛俊峰表示，嵩县要围绕“伏牛山国民休

闲旅游度假地”总目标，强化嵩县旅游产品支撑，及时

跟进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加强以休闲旅游度假为主题

的民宿发展，创新文旅业态植入和引入，全面推进“项

目为王”战略，打造“全地域、全领域、全时域、全产域”

的全域旅游，实施基于传播能力的品牌营销战略，将

“湖山圣域 嵩县爱你”的城市口号叫响、叫亮！让生态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让绿水青

山“淌金流银”。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乡贤是乡村最具‘视

野’和‘资源’的人士，他们有情怀、有能力、有担

当。”嵩县县委书记宗玉红说，乡村振兴需要强大的

外力支撑，乡贤回归可以把人才、资金、信息、技术

等资源要素带回来。因此，新乡贤是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

9月20日，在嵩县陆浑湖畔洛阳阡陌桑田公

司基地里举行了“嵩州明月明”嵩县首届乡贤文化

节活动。

活动现场，宗玉红特别邀请了上海和广东的

乡贤代表通过网络直播全程参与，共叙桑梓情

怀。大家聊乡情、听乡音、度佳节、商大计，助力家

乡全面构建有“奔头”、有“颜值”、有“乡愁”、有“和

美”、有“游客”、有“活力”的美丽乡村。

“我向各位乡贤发出邀约，站上家乡发展的舞

台吧！”乡贤代表、洛阳阡陌桑田农旅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楚小莉激动地说，2019年4月，她回乡创

办阡陌桑田公司，截至目前，共发展种植桑园2万

亩，通过了商务部规模化集约化示范基地验收，

成为全省最大的桑蚕种养基地。蚕桑种植遍布全

县7个乡镇49个行政村，发展带动种养户13270

户，帮带贫困家庭1345户，连续两年荣获县、乡优

秀带贫企业称号。

楚小莉是嵩县新乡贤的优秀代表。

在嵩县，还有“最美牧羊女”陈静晓、发展皂角

产业“展刺腾飞”的郭少波、“辣椒王”王晓光、“乡

村菌业专家”石灵水、“獭兔养殖专家”张飞可、“电

商达人”崔跃辉，以及发展写生经济的致富带头人

冯亚珂等一大批优秀乡贤典范。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重点，人才兴旺是支撑。

今年，嵩县把乡贤返乡创业作为县乡两级“一

把手”工程，成立了乡贤返乡创业工作专班，建立

了2029人的乡贤人才动态信息库，并在产业扶

持、整合资金、乡村旅游、就业创业、金融服务、电

子商务、税费减免、项目用地、创业培训、营商环

境、政治荣誉和关心关爱等12方面研究出台了55

条优惠政策，谋划包装一批精品民宿、特色种养、

中医中药、现代农业、文旅文创、健康养生等优质

项目，构建“乡贤链+产业链”模式，以乡情打动乡

贤，以好政策吸引乡贤，汇聚返乡乡贤和本土乡贤

力量，全面开启县、乡、村三级“雁归计划”。

“嵩县有山有水有颜值更有价值！这里有源

远流长的历史文脉，有思想深厚的文化资源，有激

昂奋进的产业乐章，有城乡融合的美丽画卷，有共

建共享的幸福民生……”回来创业吧！嵩县向在

外的新乡贤发出邀请。

老道沟村位于嵩县德亭镇西南，自然环境优

美，生态优势明显。

全村21平方公里，15个村民组300户1177

人，全部分散居住在9公里长的老道沟中。山多地

少，人均林地10余亩，人均耕地面积0.67亩，这些

耕地都是旱涝不保的坡耕地。2014年年底，有贫

困户118户530人，是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脱贫攻坚实现了全村脱贫，但老道沟如何保

证不返贫、实现乡村振兴是个难题，这也是嵩县所

有脱贫村面临的一个困境。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发展乡村旅

游，有利于实现产业兴旺和打造宜居生态环境，有助

于实现乡村的乡风文明，有助于形成治理有效格局，

有利于实现村民生活富裕。”嵩县县委书记宗玉红

说，嵩县发展乡村旅游有资源、有基础、有样本。

今年以来，在嵩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该村着力盘活自然生态优势，以留住乡愁“颜

值”为主题，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来

推进乡村振兴。目前，该村第一期民宿已经建成，

140亩大樱桃特色农业采摘园区明年开放，1000

平方米的阳光沙滩亲水区、五彩滑道等休闲娱乐

设施正在建设。

同时，该村还成立了乡村生态农业旅游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组织，鼓励乡贤返乡创业参与乡村

运营，发展民宿、农家乐和休闲旅游产业，带动村

民在家门口创业，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和集体收入，

打造出一个景美人和的现代化世外桃源。

中秋节假期，老道沟举办了乡村文化节，迎来

了旅游高峰，以前无人知晓、无人问津的小山村，

如今成了游人如织的网红打卡地。

老道沟是嵩县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缩影，更

是7条生态廊道、10条沟域农旅融合示范区、25个

乡村旅游特色村的一个样本。

走进美丽乡村，天桥沟、老道沟、手绘小镇、石

头部落、龙潭沟、大王沟、森林人家等看到“乡村

美”，尝到“乡土味”；理学田湖、陆浑故城、银杏白

河、嵩州古城、皂角小镇、黄金小镇、天池小镇、万

氏佳城、大坪花海、旧县老家等16个特色风情集镇

仿若画卷。

嵩县美在底蕴，根在乡村。绿色资源被盘活，

乡村变成景点，串点连线、以线带片，兴了产业，美

了农村、富了农民。

嵩县总面积3009平方公里，是河南省第四大

版图县，境内伏牛、外方、熊耳三山纵横，伊河、汝

河、白河三水分流黄河、淮河、长江，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和悠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了自然之美、

人文之美、神奇之美。

“白云山上观云海，九龙瀑下看飞流”“一湖碧

水千年影”“一湖鱼跃水清，留恋处观陆浑春晓、听

伊水秋声，踟蹰间沐三涂雾雨、听九皋鹤鸣，思源

山上西岩戴雪，遥遥相对叠翠七峰”……9月15

日，嵩县2021年文旅工作大会召开，嵩县县委主

要负责人“金句”频出，让与会者耳目一新。

会议从“嵩县有什么”“嵩县缺什么”“别人怎

么做”“嵩县做什么”“嵩县怎么做”五方面，以“品

牌为王、营销为要，着力提升嵩县文旅传播能力建

设”为主题，围绕“伏牛山国民休闲旅游度假地”总

目标，提出了嵩县全域旅游新的口号：

湖山圣域，嵩县爱你！

“湖”即陆浑湖国家湿地公园；“山”即伏牛山，

包括白云山、天池山、木札岭；“圣”即元圣伊尹和

理学圣人程颢、程颐；“域”即全域旅游。

“嵩县爱你”包含了嵩县对祖国母亲深沉的

爱，嵩县包容大爱的精神，嵩县人民对全国游客的

博爱和欢迎。

本次会议形式别开生面，不仅邀请乡村旅游

经营者、文旅企业代表发言，还邀请旅游业内专家、

媒体人、知名网红授课。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为嵩县

文旅建言献策，以创意分享的形式，共同探讨实施

基于传播能力的品牌营销战略，打造“全地域、全领

域、全时域、全产域”的全域旅游，引爆嵩县文旅市

场，叫响“湖山圣域，嵩县爱你”全新品牌。

赏云海、看落瀑、观湿地、品人文、悟理学、尝

美食……中秋假期，嵩县四大优惠政策、八项文旅

活动强势启动，“嵩县爱你”火力全开，全域旅游接

待5.36万人，旅游收入1760.1万元。

湖山圣域嵩县爱你

乡村旅游领跑全域旅游

“归雁计划”为乡村振兴注活力

白云小镇游客如云

水天一色陆浑湖

嵩县是全省最大的夏香菇种植基地

陆浑湖畔辣椒红

云海如瀑白云山五彩斑斓木札岭五彩斑斓木札岭

秋日风情银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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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嵩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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