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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乡村，游客纷至沓来

“ 你 看 ，这 里 多 像 电 视 剧 中 的 场
景。”“你们不知道，真实的知青生活场
景就是这样的。”6 月 24 日，天空中厚厚
的云层被阳光刺破。在无梁镇大木厂
村的知青旧居，来自新郑市的刘卫国一
家人正在一孔窑洞中参观。窑洞桌子
上的煤油灯和搪瓷缸让曾是知青的刘
卫国倍感亲切。

知青旧居是无梁镇着力打造的美
丽乡村景点之一。该旧居位于大木厂
村一片绿色掩映的山岗上，窑洞口的墙
壁上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革命青
年志在四方”的标语。除了窑洞外，该
景点还建有几间石头房，十分别致。

“我们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根据
一些老知青画的布局图，将仅存的几孔
窑洞进行了翻新，并免费对外开放。”白
军典说，“知青故居对外开放以来，吸引
了周边长葛、新郑等县市的游客。他们
的到来，带动了我们镇农家乐和民宿的
发展。”

从知青旧居出来，顺着蜿蜒的水泥
路 往 上 走 不 远 就 来 到 了 黄 龙 谷 景 区 。
景区入口处，巨大的水车、高耸的观景
石引人注目。景区入口左侧，65 岁的王
银昌悠闲地躺在一个红色吊床上，守着

一个卖零食的摊位。“这两天人不多，但
每 逢 节 假 日 ，来 这 里 观 光 的 人 就 特 别
多。”王银昌说，之前，这里都是土路，每
逢下雨天，村民骑摩托车都无法通过，

“现在，道路平坦，生活环境好了，我们
守着家就能挣到钱。”

大木厂村是无梁镇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个缩影。无梁镇境内建材资源丰
富，有“中州建材重地”之誉。从 2004 年
开始，该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紧抓环
境治理，加快美丽乡村和先进村创建步
伐。早在 2015 年 9 月，王家村、龙门村
就 被 省 建 设 厅 、文 化 厅 等 七 部 门 列 入

“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录”。2016 年 8 月，
高垌村、白马寺村和观上村也入选“河
南省传统村落名录”。今年年初，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第一批国家森林
乡村名单，无梁镇皇路河村榜上有名。

“水光山色与人亲”，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建设美丽
乡村，生态好是前提条件。”白军典说，

“无梁镇通过廊道建设、果树进村、矿坑
修复等，植被种类不断增多，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现在，镇上所有村子的道路
平坦整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人们的
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在去往大木厂村的路上，道路两旁
分布着各种形状的小块田地。“我们镇
平地只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为
岗地和山地。”贾云涛说，因此，各村耕
地面积有限，而且很分散。

“这里种植的是谷子。”贾云涛指着
田地里三四十厘米高的秧苗说，无梁镇
南部和东部以疏松的黄土为主，北部和
西部山区以红土为主，全镇农作物种植

面积在 1.5 万亩左右。以前，该镇种植
的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等。后来，
结合无梁境内山地多、不便于浇灌的条
件，该镇观上村、大木厂村等开始种植
小米等抗旱能力比较强的农作物。观
上村以村民入股形式建成观上谷记石
磨坊，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大木厂村采用“双低油菜+优质小
米”的种植模式，建成石碾小米加工作

“你们跟着我的车，我带你们到
山上，你们就知道怎么走了。”当日，
无梁镇龙门村具茨山生态汽车公园

（以下简称汽车公园）附近，其负责人
尚秋锋对几名从平顶山汝州赶来的
自驾车队成员说。

汽车公园是该镇 2015 年由政府
招商引资过来的项目。“我是土生土
长 的 龙 门 村 人 ，对 越 野 车 非 常 感 兴
趣，于是，我结合当地地形特点创办
了这个汽车公园。”在汽车公园巨大
的观景平台上，尚秋锋说，2016 年 12
月，创立不久的汽车公园和禹州市教
体局、禹州市旅游局、无梁镇政府等
举办了禹州市首届“舍得杯”具茨山
生态汽车越野赛。当时，持续两天的
赛事活动共接待来自省内外的游客 5
万多人次。“当时的情景用人山人海
来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尚秋锋说。

截至现在，该公园已经举办大型
赛事近 40 场，有力推介了无梁“旅游

名镇”品牌。
去年，无梁镇还从郑州引进了滑

翔伞基地项目。“目前，无梁镇已支持
郑州飞行者航空俱乐部在全镇建立
起了许庄、王家村和大木厂三个飞行
基地。”白军典说，他们希望通过滑翔
飞行运动带动许庄等村的观光旅游、
交通运输、餐饮服务、宾馆酒店、农家
乐等服务业发展，将无梁镇打造成全
省的飞行乐园、航空小镇。

“ 未 来 ，无 梁 镇 将 统 筹 推 进 山 、
林、田、村和产业发展，以‘乡村产业
化，产业乡村化’为目标，构建‘1+1+
4+4’（即一山一林四基地四产业）产
业体系格局，着重培育特色产业、优
势产业，探索以乡村游为中心，新型
运动体验和景区景点为重点，特色生
态农业为依托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为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不
竭动力。”无梁镇党委书记朱军辉说。

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经济发展

禹州市无梁镇历史变迁（下）

因地制宜，美丽画卷渐次展开

引进特色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 张辉 万誉

近年来，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具特色的自然条件优势，无梁镇大力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吸
引众多游客来到无梁游玩。此外，该镇还因地制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种植柿子树、杏树和谷子等，发展生态游，制作
柿子醋等二次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引进资金和项目，打造滑翔伞基地和具茨山汽车生态公园，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未来，无梁镇将统筹推进山、林、田、村和产业发展，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个生态优美、充满活力的无梁正在
向我们走来……

核心
提示

无梁镇大木厂村的知青旧居。 记者张辉 摄 无梁镇龙门村具茨山生态汽车公园。 记者张辉 摄

坊和以村集体经济为主的股份制榨
油作坊，注册“禹田米语”商标，逐步
形成春赏菜花、夏榨菜油、秋收谷子、
冬碾小米的“米花油”四季轮回产业
链条。该村还通过“种植、收购、加
工、销售”一体化的模式，实现群众增
收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目前，
大 木 厂 村 已 带 动 周 边 乡 村 形 成 了
4000 亩的优质小米种植基地，不少贫
困户靠此脱贫。

此外，该镇近年来持续推进果树
进村，不少村子种植了杏树、核桃树、
柿子树等果树。“我们村现有盛果期
杏树 400 余亩，全村 145 户均有杏树，
年产鲜杏 20 万斤左右。前段时间，我
们村举办了第一届金杏采摘节，解决
了村民卖杏难的问题，村民直接增收

20 万元。”王家村党支部书记王院民
说。

为了提升农产品竞争力，该镇大
木厂村等还着力研发鲜果的延伸产
品，如制售柿子醋等，拉动当地经济
发展。

“我们村的气候非常适合柿子树
生长，有成片的野生柿子林。2019 年
6 月，我们村成立了鑫康食品加工坊，
选用当地优质、新鲜和自然成熟的野
生柿子，经泉水清洗、自然风干，再放
入传统大陶缸里密闭数月，经过自然
发酵，制成柿子醋。我们生产的柿子
醋醋液纯净、风味独特、口感醇厚、营
养丰富，受到市场欢迎。村民的口袋
慢慢鼓了起来。”大木厂村党支部书
记王金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