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
位置：襄城县紫云镇西南部、紫云山景区附近
概况：下辖自然村6个，分别为雷洞、胡家寨、寨坡、王

洞、老马洞、张家门外。共203户623口人，其中党员30人。
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83户285人，现有贫困户4户9人，
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的45.6%降至1.4%。

党支部书记：杨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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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雷洞村党支部书记杨胜超：
近年来，我们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以独有的“红石文化”为积

淀，探索“旅游+扶贫”模式，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积极进行土地流
转，大力发展规模化种植，实行荒山绿化分包等政策。下一步，我
们将重点围绕发展特色乡村旅游、增加集体收入等进行长远规划，
使雷洞村真正成为富村、强村、明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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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洞村探索“旅游+扶贫”模式，鼓励村民开办农家乐

“红石村”建起四星级民宿园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王利辉田建军

“我这个房子已经快 40 年了，没想
到越老越主贵。前段时间，村里按四星
级宾馆的标准，对房子、院子进行了装
修，而且配上了彩电、冰箱、空调、沙发、
席梦思等。最近一个多月，天天有城里
人 拖 家 带 口 来 这 儿 住 ，一 天 光 房 费 就
299 块。刚才还有一个平顶山人打来电
话订房，说下午就带着老婆、孩子过来，
准备在这里住两三天……”

6 月 6 日 10 时 30 分，在襄城县紫云
镇雷洞村“红石老匠”民宿园里，67 岁的
村民王黑孩虽然对游客端午节不在自
己家里过，来住他家的老房子有些不理
解，但还是乐呵呵地掂起笤帚在院子里
扫了起来。

王黑孩说，他的房子是 1982 年建成
的。“我弟兄 5 个，家里很穷。1981 年分
家的时候，因为是老大，得让着 4 个弟
弟，我就离开老宅自己盖房子。当时，
我和两个弟弟天天上山用几十斤的大
锤 砸 石 头 ，用 架 子 车 一 块 块 拉 回 来 凿
好、砌墙，然后挖土烧瓦，用了差不多一
整年的时间才盖成这个房子。”

雷洞村第一书记薛斌伟介绍，雷洞
村有 6 个自然村 600 多口人，既是有名
的“红石村”，又是知名的革命老区。该
村 6 个自然村分别坐落于山腰和山谷。
该村虽然面积有 1.1 万亩，但耕地仅有
930 亩。由于人多地少，所以该村以前
特别穷，曾有“饿死不嫁穷雷洞，雷洞光
棍儿扎成堆”的俗语。

该村党支部书记杨胜超说，他们村
附近的山上红石头特别多，是盖房子，做
石磨、石槽、石桌、石凳的好材料。因此，
村民祖祖辈辈靠“上山凿石头”挣钱。

“我们凿石头不用炸药，都是抡着
几十斤的大锤一块块凿下来的。20 世
纪 80 年代初，用这种办法，我一天能挣
一二十块钱。后来年纪大了当了石匠，

但我一直没挣住钱。再后来因为环保
问题不允许采石，我没活儿干了，就跟
着村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王黑孩说。

“别的地方是嫁闺女，俺这儿因为
穷，不仅嫁闺女，还‘嫁’儿子。王黑孩
的儿子就当了上门女婿。老伴儿因病
去世后，他孤身一人生活。”杨胜超说。

1997 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风景
优美的雷洞村修建了通往山下的公路，
许昌、平顶山、漯河等地的人纷纷前来
旅游、休闲。不少村民开办了农家乐，
生活逐渐富裕起来。2016 年，在上级部
门的帮扶下，作为省级贫困村，雷洞村
实现了整体脱贫。

为了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今年年
初，雷洞村专门成立了雷洞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首批投资 100 万元，选择李付
立、王黑孩等村民的红石房子，按四星
级宾馆的标准装修了 4 个具有农家乐性
质的民宿园。

“村里以前的 30 多个农家乐只能满
足游客的吃饭需求，不能满足其住宿、
休闲、娱乐等深层次需求，而四星级民
宿园可满足游客的这种需求。这些民
宿园五一开业以来生意非常好，已经超
出我们的预期。王黑孩有了这个民宿
园，加上村里给他安排的公益性岗位，
再加上农闲时打零工，一年收入超过两
万块。现在，20 多户村民都向我们申请
建第二批民宿园。”薛斌伟说。

“这里不仅紧挨紫云山景区，还有
多个杏园、桃园、樱桃园、熏衣草花园、
车厘子游园，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晚上，天上的星星格外多、格外亮。睡
觉的时候，窗户一开凉风习习，连空调
都不用开，简直是世外桃源……”当日
13 时许，在“老顽童家”民宿园里，来自
平顶山的沈建发等 6 名游客一边打扑
克，一边高兴地说。

雷洞村因早年雷姓人在此挖洞居
住而得名。当年，他们就地取材，利用
红石建屋砌墙、垒堰修渠、打石磨、凿石
槽，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千百年来，红石在当地除了被广泛
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外，还造就了源
远流长的“红石文化”，孕育了坚忍不
拔、质朴务实、宽厚豁达、荣辱不惊的

“红石精神”。
前些年，因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

封山育林、禁止采石等，雷洞村村民没
了挣钱的门路，许多人外出打工。这里
成了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近几年，雷洞村在上级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依托临近紫云山景区的
资源优势，依靠可贵的“红石精神”，探
索“旅游+扶贫”模式，不仅实现了整村

脱贫，而且让群众享受到了绿色生态发
展红利。昔日的穷山沟，现在变成了每
天“收金进银”的“金窝窝”。

雷洞村把规划与产业升级结合在
一起，将乡村旅游向旅游文化产业方面
升级，把民宿旅游融入全镇生态旅游大
格局，在充分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实现
了从自发到自觉的乡村旅游发展过
程。该村实行公司化、市场化运营模
式，村民以“公司+农户”的方式，通过租
赁、入股、分红等形式结成利益共同体，
共享发展红利。这种模式一方面提高
了村民的收入，使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实惠；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了村民在乡村
旅游中的主体作用，为乡村旅游提供了
更加持久的支撑。我们相信，雷洞村潜
力无限、未来可期。

可贵的“红石精神”，创造“红石村”奇迹

雷洞村民居保持着古朴模样。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崔雨梦 摄

6月6日，来自平顶山的游客到雷洞村游玩。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 崔雨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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