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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
不少人“向往的生活”。乡村旅游
就是旅游市场的一大特色，成为游
客萦绕心尖的“牵挂”。

其中，位于襄城县城关街道河
西社区孟伟家庭农场的老少乐采
摘园，今年入选河南省休闲观光园
区 。 该 采 摘 园 内 种 植 有 桃 、车 厘
子、水晶黄杏、桑葚、奇异果等 20 多
种果树，并有孔雀、鸵鸟等观赏动
物，是一处鸟语花香，可赏花品茗、
休闲娱乐、享田间乐趣的绿色生态
基地。

鄢陵县陈化店镇，依托区位、
资源和产业优势，形成了以“名优
花木生产、地下水开发、生态旅游”

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成功
入选 2023 年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
示范镇。

我 市 充 分 利 用 乡 村 自 然 资 源
和人文资源，把农耕活动与休闲农
业、传统农业有机结合，大力发展
休闲观光、农事体验、休闲度假、特
色民宿等，形成了以旅强农、以农
促旅、文旅结合、城乡互动的乡村
旅游发展新格局。全力做好乡村
旅 游 文 章 ，将“ 美 丽 资 源 ”转 化 为

“ 美 丽 经 济 ”，持 续 开 展“ 引 客 入
许”，推出多条乡村旅游线路，策划
30多个乡村节庆活动。

同时，我市文旅部门还对全市
特色优质农特产品进行资源整合、

筛选提升和品牌授权，打造“许昌
礼物”特色旅游商品，并且依托许
昌市文旅消费电商平台，全面布局
线上销售，促进乡村旅游消费，助
力乡村振兴。

截至目前，我市共获评河南省
乡村旅游特色村 43 个、河南省特色
生态旅游示范镇 9 个、河南省休闲
观光园区 13 个，乡村旅游呈现蓬勃
发展的良好态势。

乡村有历史才有生命，有文化
才有灵魂。

时代在变、空间在变、乡村在
变，不变的是人们对故乡温情脉脉
的文化记忆与乡愁追思。这或许
就是乡村旅游的内涵所在。

许昌新增 9个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乡土“牵”住乡愁 特色“抓”住牵挂
□ 本报记者张铮

久在樊笼的你，是否也想趁秋高
气爽之时，远离城市的喧嚣，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不用远行，在许昌市区周边的旅
游特色乡村，就能欣赏生态美景。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亲近大自
然、性价比高、富有特色的乡村旅游，
是因为它提供了不一样的“诗和远
方”。

前不久，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
布2023年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特
色生态旅游示范镇、休闲观光园区入
选名单，其中有我市的 9 个村、1 个乡
镇和1个园区。

那么，我市乡村旅游有啥特色，农
旅融合又是如何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
的？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9 月 9 日，禹州市无梁镇大木厂村迎来了

不少游客。他们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寻
找着心中的“诗与远方”。

站在旅游服务中心放眼望去，一条条蜿
蜒曲折的乡村公路延伸到农家院落，一处处
靓丽别致的农家新居和古朴整洁的老民居掩
映在绿树花丛中，一个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特色旅游景点“镶嵌”在山间田野里。

“1982 年，从初春到入秋，戏剧电影《桃
园喜》在俺大木厂村拍摄了 3 个多月。”66 岁
的村民陈春法说，村子南头有一片傍河培植
的杨柳林，绿树成荫、凉风习习，电影中吴二
宝和赵凤娟在傍晚时分约会的场景就是在这
里拍摄的……

为了利用好这些资源造福于民，禹州市
无梁镇党委、政府把大木厂村作为乡村振兴
工程试点村来发展，依托具茨山文化，结合大
木厂村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自然风光，围绕“记
得住乡愁”主题，深入挖掘大木厂村的自然、
历史、文化等资源，因地制宜规划发展乡村旅
游。

“游客来了，农家乐也火了，现在的收入
比在外边打工强。”农家乐老板任根甫说，他
不仅实现了创业增收，而且解决了村里多名
妇女的就业难题。

大木厂村只是许昌市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的一个缩影。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独特区位
优势，挖掘特色资源……在许昌，像大木厂村
这样靠特色项目引客带热乡村旅游经济、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的不在少数。

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助推乡
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许昌市从实际
出发，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
的思路，探索形成了古镇古村型、特色民宿
型、休闲观光型、健康养生型、农耕民俗型、红
色记忆型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向个
性化、精致化、主题化方向发展，形成多点支
撑和全域延伸的发展格局。

与其他旅游产品不同，乡村旅
游 最 吸 引 人 的 ，就 是 乡 村 特 有 的

“土气”。
水果采摘、民宿打卡、文创体

验……丰富的旅游业态吸引了无
数游人前来追寻“诗和远方”。

河 南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公 布 的
2023 年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中，
襄城县城关街道河西社区就有着
悠久的历史文化。该社区西邻灵
山，南望紫云山，西南侧是首山，背
靠北汝河，位于“襄城八大景”之一
的 汝 水 虹 桥 西 端 ，旧 时 称 为 南 关
街。该社区现存明朝左都御史辛

自修故居、汝水虹桥、汝南书院感
恩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长葛市古桥镇刘李村围绕“农
旅结合”主题，结合自身农业、种植
业的发展基础，通过打造“一街一
品”休闲采摘精品游、双洎河沿线
生态观光带，开发“农业+旅游”产
品组合等措施，建设集体验、度假、
休闲和观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生态旅游村，助力乡村振兴。

禹 州 市 浅 井 镇 马 沟 村 位 于 禹
州市北 20 公里处，具茨山自西向东
绵延全境，像一道绿色屏障守护着
这个古老的村庄。这里的黄帝文

化遗存丰富，有逍遥观、党子瑾故
居、具茨山岩画等景点，自然环境
优美，藏风聚气，是一处天然的绿
色氧吧。村内明清民居星罗棋布，
古韵犹存。

这 次 上 榜 的 河 南 省 乡 村 旅 游
特色村还有襄城县十里铺镇商庄
村、禹州市鸠山镇下泉村、鄢陵县
陈化店镇伍子社区、禹州市神垕镇
杨岭社区、禹州市鸠山镇后地村、
长葛市大周镇后吴社区。

这些村庄各有特色，让游人得
以体验传承数千年的农耕文化，找
到田园风光的感觉。

巧念“山水经”
捧出“金饭碗”

2 乡土“牵”住乡愁催热乡村游

3 特色“抓”住牵挂助力乡村振兴

襄城县城关街道河西社区汝水虹桥和汝南书院感恩碑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