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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寨的旅游大梦想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杨佳倩李亚琨文/图

历史与现实并重的现代化村寨
第一次走进大王寨是在2017年。

当时，许昌市民的微信朋友圈疯传这
里的千亩向日葵种植基地。那年9月，
跟随许昌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拍照，
不少外地人也慕名来观光。那次只是
走进了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的向日葵
园，而这次真正走进了这个村。

大王寨原本是一个古寨，听村里
老人说，曾经有一位王爷居住而得
名。后来，古寨被破坏掉，但是从残
留的几所古房子和那棵600多年的老
槐树上，依稀还能看到古寨的历史和
身影。

村里的百岁老人王氏拉着记者
的手激动地说：“孩子，我每天走在村
里大街上，心里都是舒坦的。俺村现
在这么好，我想多看几年。”社区工厂
渠艳霞大姐骄傲地说：“我现在一个
月能挣3000元，全家老小都高看我。”
与病魔斗争多年的贫困户王志林，现
在不仅身体恢复得很好，而且每年收

入增加近万元。“看病国家给报销，有
困难政府给解决，心情好了，病魔吓
跑了。我现在就想把我几头羊喂好，
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个养羊专业户。”
他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了，最大的受益者是老
百姓。幸福不幸福，他们说了算。大
王寨村党支部书记王春良对村庄蓝图
的绘制，让人期待不久的将来，重建的
古寨被林木、果树环绕，现代化的养老
中心、文化大院、社区工厂林立，吸引
全国的游客前来观光，随手就能采摘
鲜果，品尝农家饭菜。到时候村民齐
声说道：“看！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
园！”王春良对村庄蓝图的绘制，让人
期待不久的将来，重建的古寨被林木、
果树环绕，现代化的养老中心、文化大
院、社区工厂林立，吸引全国的游客前
来观光，随手就能采摘鲜果，品尝农家
饭菜。到时候，村民齐声说：“看！这
就是我们美丽的家园！”

■ 记者手记

建安区五女店镇大王寨村

位置：花都大道五女店镇二郎庙社区向北200米
概况：市级文明村、许昌市党建 200 强村。共 345 户

1620人，其中共产党员26名。流转土地1241亩，种有多种
林木和果树，建有8000平方米蔬菜、水果大棚。千亩向日
葵种植基地远近闻名，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党支部书记：王春良 村委主任：郑爱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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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考试中心

“寨河堤的土没那么夯实，你脚
下可得把滑！”建安区五女店镇大王
寨村村干部王子俊眼瞅记者一跃上
了高高的寨河堤，急忙提醒。5 月 20
日，记者来到大王寨村，满眼映入郁
郁葱葱的绿植。叫寨的村子，如果缺
了寨河，一定是残缺的。

大王寨村的老寨早已不见踪影，
干涸的寨河不禁引人遐想。听闻记
者 采 访 ，大 王 寨 村 村 民 渐 渐 围 了 过
来。

“大王寨能追溯到明代，传说朱
元璋来过，还住过一位王爷。历史上
的大王寨墙高河深、易守难攻，民国
时期曾被土匪进攻，然而土匪无功而
返。”74岁的村民王书信侃侃而谈。

在他的招呼下，几名村民演示了
一 遍 大 王 寨 人 如 何 抵 御 土 匪 进 攻 。

“你有你的腰刀快马，我有我的高寨
墙和瞭望塔。”他们不但用手比画，而
且嘴里念念有词。在老一辈心中，高
高的老寨墙就是心里的依靠，是安全
感的来源。

老寨中央有一棵 600 多年的大槐
树，树干中空，倚在文物保护单位大
王寨请示台的石墙上。“祖国山清水
秀，人民幸福安康。”老槐树见证了村
落 600 多年的历史，大王寨请示台上
斑驳可见的祝福语却是近代历史的
写照。

“这老树结槐米，每家每户拿回
家晒干，用来治感冒，灵得很。”83 岁
的村民石秀云对老寨、老树和老房子
都有特殊的感情。她住在一间上了
年代的房子里。孝顺的儿子们早就
盖了新房，给她腾好了房间，可老太
太偏爱老屋。

“听说，以后要恢复寨河，围绕寨
河盖民宿、建寨墙，这可太好了！”

“可不，以后咱脚下也是旅游景
区，有面子。”

在大家的眼中，如果大王寨能恢
复 昔 日 的 荣 光 ，那 是 极 好 的 一 件 事
情。

大王寨的历史令人神往，如今现
代化的村落建设也毫不逊色。“出门
有果吃，路上有花香。”几年前，该村
党支部书记王春良的一句话已经成
为现实。

1241 亩土地流转后，种上了果树
和向日葵，建起了蔬菜大棚。村民们
不仅每年有租金拿，还解放了双手实
现再就业。村里路旁种满了果树，各
家各户门前都种着花草。闲余劳动
力再也没有功夫“张家长李家短”，而
是比着如何发家致富。

“这会儿大棚里不但有蔬菜，而
且葡萄刚挂果。”略显粗糙的双手和
黝黑的脸庞，让记者一眼记住了这位
壮汉。57 岁的王民华是大王寨村流
转土地瓜果项目管理员，也是大棚技
术员。他吃住在田间地头，把 100 多
亩葡萄、100 多亩核桃、50 多亩桃子及
几十亩其他作物当宝贝。“以后，咱的
古寨建起来了，发展采摘游算是提升
旅游附加值。”他笑着说。

经历了土地荒地宅基地“三大改
革”，大王寨村“农民变股东、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成立了五大合作
社。大王寨古寨项目已提上日程，等
待规划批复。

“ 村 里 的 老 人 都 说 ，我 们 这 个
‘王’，是老虎头上的那个‘王’。这次
借助乡村振兴，我们要以古寨重建为
契机，吸引人才，打造古寨文化游、生
态观光游、郊区休闲游等。”王春良登
上 记 者 刚 才 眺 望 的 寨 河 堤 ，满 眼 希
望。

大王寨村党支部书记王春良：
“出门有果吃，路上有花香”是我近年来的目标。
2016年，全村60多名党员、热心村民实施群众自治。男女老少

齐心合力，把每家每户门前的垃圾、违法建筑、杂物全部清理掉。
修路、绿化、土地流转，短短3年，家家盖起小楼房。

给村民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是最重要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发展种植、农家餐饮产业，招商引资、招揽人才，建立养老中心、文
化大院、社区工厂，打造幸福乡村。

大王寨村流转土地瓜果项目管理员王民华查看葡萄长势。

村干部王子俊所指，就是大王寨曾经的寨河。

大王寨村地理位置示意图 制图/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