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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酒年华诗酒年华 美鄀西峡美鄀西峡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小镇风流

□本报记者 李相瑞曹国宏

长着翅膀的恐龙飞呀飞，金羽翩翩

的凤凰舞呀舞，机器人在圆盘上跳呀

跳……一道道光柱如同调皮的精灵，在

夜空中追逐嬉戏，时而交织，时而散开，

时而热烈奔放，时而温柔婉转。

这里是西峡县老界岭滑雪场，8月

10日夜，一场大型沉浸式梦幻激光秀

正在这里上演，灯光、激光、烟雾、投影

与青山绿水、浩瀚星空交融在一起，编

织出一个神秘浪漫的光影世界。

“灯光秀将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

起，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耶！震撼，过

瘾，不虚此行！”郑州学生李昊说，白天，

乘坐草地滑车纵情山水；夜晚，酣梦“太

空舱”，与满天繁星共眠，这样的毕业旅

行一生难忘。

西峡县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

核心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

区，旅游资源丰富，先后获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和河南省乡

村旅游示范县、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县、全域旅游示范区等殊荣。全县拥有

3A级以上景区 9家，一个个景区如同

夜空中的璀璨星辰，闪耀夺目。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西峡县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守正创

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紧扣“安、顺、

诚、特、需、愉”六字要诀，持续完善“吃、

住、行、游、购、娱”全要素全链条服务体

系，在融合创新上持续深化提升，文化

传承走深走实，精品景区出圈出彩，旅

游品牌越擦越亮。

“西峡县以打造生态康养旅游目的

地为抓手，全域联动、全面融合、全业共

促，培育康养式文旅、旅居式乡村，探索

出了‘创新驱动、产业支撑、融合发展’

的民富县强、幸福西峡建设实践。”西峡

县委书记马俊说。

有耕耘、有汗水、有梦想，百里山川

披锦绣；有重色，有渐变，有晕染，千秋水

墨写缤纷。看今日之西峡，沐全面深化

改革之东风，阡陌盎然百花艳；乘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之大势，业盛景阔万业兴。

仪态万方 创意无限

无限风光在险峰，但嫌爬山累，爬

不动了怎么办？在老界岭，“躺平”也可

以“一步登天”，轻松观云海、赏美景。

今年 7月，老界岭建设完成了“爬

山神器”魔毯、“飞流激荡”彩虹滑道、

“速度激情”山地滑板车等特色旅游项

目，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畅玩山林。

“老界岭是个值得三顾的地方，一

顾惊艳，发现山水之美；二顾惊心，体验

游乐之趣；三顾忘返，享受康养之旅。”

老界岭景区总经理张宁波说。

老界岭“静”与“动”的完美融合体

只是西峡这方山水的一个缩影。西峡

古属鄀国，位于八百里伏牛山南麓，境

内山环水绕，林海苍莽，千峰竞秀，仪态

万方。全县有密林、险峰、群瀑、深潭、

平湖、幽谷、奇洞、激流等20多种景型。

看风景，有耍孩关峰奇滩险，沟壑

纵横，谷长石怪；有龙潭沟怪石嶙峋，林

茂潭幽，飞瀑相连；有五道幢峭壁万丈，

栈道飞架，石若刀削；有伏牛地下河石

笋百态，静水深流，九曲回肠……

说体验，在恐龙园遛“恐龙”，观火

山，探秘远古生命奇迹；在稻田村，绕着

篝火唱歌、跳舞、烧烤，伴着山风自由放

歌；在爱情小镇，学剪纸，赏雅乐，纵享

山村风情；在仲景养生小镇，穿汉服、拜

医圣、登高塔，体味中医之玄妙……

当旅游不再满足于单纯地看山看

水、游山玩水，当人们的需求随着物质

文明的丰富日益多元化，当新生事物层

出不穷，西峡又是如何在高手如云的竞

争中成功出圈？

“顺应游客从‘观光游览’向‘沉浸

体验’转变的新趋势，西峡县文旅产业

发展思路也逐步从‘资源为王’向‘创意

为王’转变，不断通过创新业态、创新场

景、创新玩法，为游客提供‘嵌入式’服

务和‘沉浸式’享受。”西峡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副县长孙扬说。

创新机制，凝聚发展合力。锚定建

设“经济强县、生态大县、旅游名县”的

奋斗目标，西峡县通过优化产业发展机

制，坚持规划引领机制，建立激励引导

机制，健全市场运作机制等措施，持续

创新文旅产业体制机制。

创优产品，夯实产业基础。西峡县

坚持旅游赋能新质生产力，构建“一核

一带二园三区”的全域布局，大力培育

文旅文创成支柱。按照“春赏花、夏避

暑、秋品果、冬戏雪”四季主题，打造了

“美鄀西峡花朝季”“界岭华夏避暑季”

“九九重阳丰收季”“伏牛冰雪运动季”

四大品牌。

西峡县把体验场景作为主题打造，

结合农耕文化、传统工艺、民俗礼仪、风

土人情，推出68个有故事、有体验、有

品位、有乡愁的沉浸式新业态，开发小

而精、小而美、小而暖的文旅产品，使微

旅游、微度假、小团游蜂拥而至。

诗酒远方 融合无界

从王羲之的“永和九年”到李白的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从苏轼的“大江

东去”到毛泽东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

在界岭枫林文化村，这些书法名

作，被就地取材刻在一块块石头上，山

石形态各异，国粹勒石定格，金钩银画

入“石”三分，诗词歌赋意象交融。

“我们从中国传世书法名作中精选

了一百篇，精雕细琢刻在这些伏牛山石

上，形成了这片‘愚溪石林’。”今年 74

岁的界岭枫林文化村“村长”刘佳勤说。

界岭枫林文化村林木青葱，百花争

妍，泉水淙淙，千鸟鸣啭。在绿树环抱、

绿水环绕间，掩映着国学讲堂、奇愚书

院、书画珍藏馆、乡愁文化馆、森林民

宿、迷宫城堡等。

界岭枫林文化村位于太平镇伏牛

山植物园，文化村和植物园是刘佳勤用

一腔热血、一生积蓄，按照“尊重自然，

因地造势，就地取材，物尽其用”的理念

创作的“作品”。

17年来，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用山

的胸怀和坚毅守护着山、养育着山，把

一个草木稀疏、荒石裸露、几无水源的

山沟陡坡变成了南北植物宝库、世界

地质遗迹、度假避暑天堂、研学露营基

地。

刘佳勤何许人也？

他不仅是伏牛山植物园的设计者、

建设者、守护者，也是书法家、摄影家、

南阳航拍第一人，他还是一名山野村

夫、园丁。

谈笑有大家。时任中国书法家协

会主席苏士澍为他的植物园题写园名，

作家廖华歌为他的书画珍藏馆揭牌，时

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张海为他留下

“诗意西峡”墨宝。书法家、画家刘奇弃

大都市画室于不顾而毅然奔向山林，多

次来植物园和他同吃同住，创作出《伏

牛大写意》系列画作。

往来有白丁。他和农民、工人一起

拔草引流、育树修枝、铺路整房。附近

村民、石刻师傅以及植物园的花草树

木、山石泉溪、飞鸟虫鱼都是他的朋友。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从风华正茂

到两鬓斑白，从捷克到理光，从佳能到

尼康，再到无人机，刘佳勤在自己的家

乡寻幽览胜，探险掠美，写真原始自然，

捕捉诗情画意。

在乡愁文化馆，摆放着他和村民收

集的上百件农业生产生活用品，还有各

个时期各式各样的酒瓶。“酒瓶不仅是

酒的载体、文化的体现，还装载着人生

百味。”刘佳勤说。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在西峡县石龙堰黄酒厂文化墙上，

写着李白、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句。

在销售展示区，各品类黄酒琳琅满目，

酒香四溢。

乔家黄酒（石龙堰黄酒前身）始自

春秋时期的乔中和，后被范蠡传到了浙

江，所以，黄酒有“南绍北乔”之说。

2012年，石龙堰黄酒被纳入南阳市

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董事长乔

永锋为石龙堰黄酒第九代传承人，他18

岁起就跟着父亲在家乡五里桥学做酒。

目前，乔永锋专心聚焦黄酒产业链

的酿造工艺、研学、文创、展演、展销、酒

谷种植合作、非遗美食传承、酒器、酒具

文化等。以石龙堰黄酒非遗工坊为突

破口，西峡打造了高速服务区非遗文创

展区，增加菌果药特产和文旅文创商

品，促进农商文旅融合。

创意融合，丰富旅游业态。西峡县

坚持大旅游发展理念，实施“旅游+”发

展战略，推动产业融合、跨界创新、提质

增效，构建工农文体旅复合叠加的产业

体系。

文旅融合，突出恐龙、仲景、屈原、

重阳等文化特色和界中居中的地域特

点，在 6家景区首创文化服务中心，开

展艺术表演、图书阅览、非遗展示进景

区活动，促进文化和旅游共生共荣。

农旅突破，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观光

游、生态鲜果采摘游、乡村旅居康养游、

民俗农耕文化游，建成孙沟李奇世界、稻

田帐篷部落、土槽爱情小镇等农游园区。

工旅创新，建成宛药全国工业旅游

示范点，引领食品、药品生产企业提升

精深加工水平，实现“食材”变“美食”，

“药材”变“药膳”，丰富文创产品体系。

交旅互动，打造G208最美旅游风

景道，建成旅游驿站19个，开通4条旅

游公交专线，老界岭建成河南省交旅融

合示范景区。

康旅提质，挖掘仲景健康经方和康

养药膳，推进药膳茶饮融入城市和景

区。提升仲景养生小镇省级旅游休闲

街区功能，举办“中医药文化夜市”，激

发文旅康养消费潜力。

体旅添彩，打造老界岭、老君洞、五

道幢、滑雪场等户外运动基地，建设 4

条骑行绿道，举办伏牛山越野、乡村马

拉松、森林瑜伽等活动，深化体旅康养

新体验。

西峡县围绕全域旅游和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创建持续加力，县乡村联动，

工农旅互促，文旅产业引领“农业种植

基地、工业旅游园区、乡村旅游服务”一

二三产融合贯通，实现了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全县建成农家宾馆和特色民宿600

余家，乡村旅居配套服务年收入1.8亿

元，带动3万农民增收致富。太平镇已

成功改造升级了一批特色农家宾馆，以

“花语宿说”为代表的高端民宿集群，不

仅大大提高了经营者的收入，更为游客

提供了舒适的旅游、居住体验服务。

生态康养 长乐无极

含胸拔背，松肩沉肘，两腿微曲，两

眼微闭。在西峡县太平镇桦树盘，青山

绿水间，夕阳余晖里，一位老人正在练

“无极桩”。

远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近处，是他的房车帐篷，小狗在撒欢，

家人在炖鸡，锅里咕嘟咕嘟，香气扑

鼻。

老人姓章，今年63岁，是南阳张仲

景国医国药学院的退休人员，不愿说出

自己的名字。“退休3年来，每年都要跟

家人一起开着房车来这里避暑休养个

十天半月。”

世界那么大，为啥来西峡？

章老先生说，他对西峡深入研究后

发现，西峡界分中国南北，水分长江黄

河，东引西进，连南贯北，恰如人之脐

中，就像中华大地之神阙穴，积四季之

元气，聚八方之精华。

老界岭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

核心和精髓，是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天然氧吧、

河南省森林康养基地，中国南北气候

的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

水岭。

一水流两河，一山两世界。一日有

四季，十里不同天。

“在分水岭，天上掉下一滴水，一半

流入南边的长江流域，一半流入北边的

黄河流域。”当地村民这样说。

站在分水线，伸开双臂，能够明显

感觉到南边凉风习习，北面却风平气

静，游客连呼“神奇”。

南阳师范学院江富建教授在老界

岭康养论坛上说，维持生命健康的两大

自然要素是空气和水源。老界岭森林

覆盖率达97.8%，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

厘米36000个。

“伏牛山上聚真气。生活在老界

岭，等于在天天补充‘41金维他’。这

么纯粹的空气，这么纯洁的水，你不想

多活几年都不行。”江富建说。

西峡人流传，老子曾在西峡修炼隐

居，掌管八百里伏牛山的平安而坐化成

石；位于二郎坪的老君洞，相传是老子

的一处隐居、养生、传经地。

世界那么大，老子为啥来西峡？

老君洞洞口有一通石碑，碑文玄之

又玄，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索“众妙之

门”。

九天外仙台高坐，百余载洞府隐

居。老君洞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洞

上有洞，洞下有洞，洞中有洞，洞洞相

连，人称“天下第四洞天”。

老君洞景区层峦叠翠，翠涧潋滟，

曲径通幽，幽谷鸣泉，森林覆盖率

98%，被誉为“伏牛山之肺”“生态基因

库”，这里的山、水、林、洞、龙、气、人，号

称“全真七大景”。

“上善若水”——老君洞景区的善

水广场因此得名，广场上，巨石拼合雕

刻的老子骑牛像中的老子仙风道骨，神

态悠然。广场地面铺有一个极大的太

极八卦图，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阴阳相

合，山水相依，万物相生。八百里伏牛

山钟灵毓秀，大自然孕育的奇珍异宝数

不胜数。

西峡出土恐龙蛋数十万枚，国宝级

的千年银杏、千年杜鹃、子母连香、红豆

杉群、野生大鲵随处可见，仅老界岭就

有植物2897种，珍禽异兽400多种，中

草药1200多种。

孔子在这里回车返鲁，屈子在这里

扣马谏王，张仲景在这里采草药，武则

天在这里修行宫，李白在这里吟绝句，

元好问在这里唱小曲……

老界岭福地，老君洞洞天。生态康

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长乐无极。

老界岭山下的民宿群老界岭山下的民宿群 陈思远陈思远 摄摄

□本报记者 冯佳志

孟州市赵和镇地处太行山南丘陵

向黄河冲积平原过渡地带，境内丘陵

起伏，沟壑纵横。

地势的特殊也给了赵和镇能依托

自身资源进行发展的优势。该镇提出

沟域经济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特

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辐射带动10

余个村庄打造“沟域经济示范带”，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因地制宜做好生态、文化、特色、产业

等文章，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充分挖掘文化内涵

“我们这里是风水宝地，一沟两岭

三面坡，这种地形很少见，周边民间流

传着‘五里三丞相’的美誉。”8月6日，赵

和镇苏庄村党支部书记牛新自豪地说。

苏庄村是韩愈的故里，他的童年

是在这里度过的。苏庄村的地形宛若

一幅生动的“凤凰展翅”图，村委会所在

地正是那展翅欲飞的“凤身”，南北延

伸，体态丰盈而修长，宛如凤凰优雅的

背腹。东西两侧，民居错落有致，宛若

凤凰张开的双翼，展翅翱翔。而村落

中心，一条深邃的沟壑中溪水潺潺，四

季不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生机。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漫步在苏庄村，韩愈的诗词仿

佛穿越时空，跃然于芍药广场、观景

台、石阶之上；韩愈文化展馆内，墙体

彩绘生动再现了韩愈生平的点点滴

滴。苏庄村依托韩愈文化资源优势，

盘活了“韩愈文化在苏庄、文旅融合促

发展”大文章，成为乡村振兴、文旅融

合的强力引擎。

组织开展“韩愈文化随身听”活

动，将韩愈诗词用于儿童乐园中，从

2011年开始，苏庄村持续举办以“学

国学文化，讲韩愈故事”为主题的韩愈

诞辰纪念活动……苏庄村发挥“韩愈

祖茔地”的文化优势，探索乡村文化旅

游新路线，积极开展以游学研学、团建

拓展、户外露营、乡村民宿等为主的韩

愈文化特色旅游项目。

有岭有坡有水有底蕴，游客纷至

沓来，苏庄村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文化

研学、培训，建设了垂钓、露营产业项

目，融合坡掌花鼓戏、西小仇赶毛驴等

传统艺术开展了“千年古村落、传统中

国年”春节文艺汇演、党的二十大精神

进基层、纪念韩愈诞辰等一系列群众

性文艺活动，将苏庄村打造成了周边

城市群众周末假期“乡村游”“文化游”

的首选之地。

（下转第二版）

在 202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候选人名单的64人中，商丘市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潘家贺是我省入选的两名

候选人之一。

生于1987年 9月的潘家贺，已扎

根特教15年，他善于用音乐浸润视障

学生心理，克服障碍，增强其自信心。

他探索融合教育，培养视障学生的集

体意识、团队精神及协调合作能力。

他带领视障学生合唱团获得第十五届

中国国际合唱节童声组金奖、2023勃

拉姆斯国际冬季合唱节童声组金奖等

60多项荣誉，合唱团近100名视障学

生考上大学。曾获河南省“感动中原”

2023 年度教育人物、“出彩河南人”

2022最美教师等荣誉。

在商丘师范学院音乐系读大四时

的一次实习，让潘家贺与商丘市特殊

教育学校结缘。在辅导视障儿童唱歌

时，潘家贺发现孩子们虽然身有残疾，

但对于音乐特别用心，这让他十分感

动，萌生了留下的念头。毕业后，潘家

贺决定走上特教讲台，如今已经走过

15个春秋。“视障儿童的眼睛看不到

世界的缤纷，我愿做他们的眼睛，用音

符护送他们，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向多

彩的未来。”8月12日，潘家贺说。

坚守育人初心

面对视障儿童，真正与他们朝夕

相处后，潘家贺才明白其中的艰辛与

不易。

为了感受视障儿童的行为和心

理，更好地与视障儿童沟通交流，潘家

贺在生活和工作中常常把自己的眼睛

蒙起来，用盲人的方式去适应、去感

受、去共情，正是感同身受的体验，使

他与视障儿童心心相通，很快融入全

校100多名视障儿童这一群体。对这

些孩子，他时时用心，把爱心融入与孩

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温暖他们。

张欣怡、张欣亚是一对双胞胎姐

妹花，父母离异后常年在外打工，刚来

学校时，她们很孤僻，不喜交流不善言

谈。潘家贺细心观察她们，发现她们

喜爱音乐，一听到音乐特别沉醉，就有

意识地和她们聊唱歌，慢慢地，她们开

始主动与潘家贺交流，并与其成了好

朋友。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赵莉
娟 实习生王思琪）8月 13日，新乡国

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首个箜篌

主题博物馆——久鼎箜篌博物馆内，

14岁的郭颖潞轻轻抚摸着眼前精美

的箜篌，不时发出声声赞叹。从山东

济南驱车 4小时跨越近 400公里，这

次参观与学习，对于已经练习箜篌 3

年的她来说：“很震撼！很值得！”

当天，新乡2024首届黄河箜篌文

化艺术周启动仪式举办，改造新建的

久鼎箜篌博物馆也正式开馆。首个箜

篌主题博物馆为何建在新乡？

千年箜篌之音最先在新乡响彻中

华大地。据古籍记载，“空侯，师延所

作，出于濮上”，“濮上”即濮水的上游，

而濮水则是在今新乡境内受黄河之水

而形成的一条古河流。由此，作为中

华民族传统弹拨乐器的箜篌，由黄河

水所孕育，是黄河文化的宝贵遗产，新

乡就是中国本土箜篌的发源地。

说起郭颖潞与箜篌的缘分，那就

离不开一个人——箜篌技艺传承人、

国家一级演奏员鲁璐。作为黄河边上

的儿女，原阳姑娘鲁璐致力于保护、传

承和弘扬箜篌文化二十余载，培养出

全国十余省份的上千名优秀师资传承

人。

2018年，鲁璐回到家乡，在新乡

经开区创建久鼎箜篌文化艺术创意产

业园及久鼎箜篌博物馆。为让箜篌之

音更加响亮与动听，新乡又在经开区

平原湖畔的樊里社区新建久鼎箜篌博

物馆，建筑面积 1800平方米，内设黄

河馆、中国馆、世界馆、鲁璐馆、演艺馆

等。

“新乡将全力支持久鼎箜篌做大

做强。”新乡市副市长陈颖颖表示，产

业发展、人才培养、品牌活动，三者齐

发力，箜篌将在新乡焕发更多精彩。

沟域经济激发活力赵和

箜篌主题博物馆新乡焕新亮相

他用音乐“点亮”盲童人生

作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潘

家贺，为了感受视障儿童的行为

和心理，他常把自己的眼睛蒙起

来，用盲人的方式去适应、去感

受、去共情。十多年来，潘家贺用

音乐的形式陪伴视障儿童探索多

彩世界，共度温暖的成长时光。

8月13日，清丰县仙庄镇高家村辣椒种植基地，农民正在采摘成熟的辣椒。该县连
续多年辣椒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种植户6000余户，辣椒加工企业20余家，年产值
10亿元以上。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王世冰纪全举 摄

□本报记者 李燕 见习记者 陈炫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