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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空气很清新，朋友们一起挖挖野菜，

吃吃农家散养的土鸡、土鹅，回去的时候再带

点土鸡蛋，真是周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我这

已经是第三次来这里了。”3月14日，在李庄乡

姬家村，来自平顶山市区的王女士一边欣赏着

远处的美景一边开心地说道。

姬家村曾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近

年来，该村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契机，坚持“不

等不靠，自己发展”，全村乡亲与村干部齐心

协力，充分利用本村的石头资源和优秀石匠，

尽全力打造特色石头村庄，以党群共建助推

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村子变美了，我们把目光瞄准了乡

村旅游。”该村支部书记王广有说。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该村以

发展乡村旅游为抓手，量身打造了“四个

一”，即一娱、一宿、一域、一引。一娱就是建

设占地 300 余亩的落凫山汽车营地观光旅

游项目，打造集民宿、汽车影院和观光游园

于一体的星级景区，增加群众收入；一宿，就

是以“一户多宅”整治为契机，清除多占的房

屋，把空置出来的房屋收归村集体，打造特

色民宿；一域，是以“全域整治”为导向，把市

区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发挥出来，发展成为市

民周末休闲的不二之选；一引，就是坚持“寓

教于乐”做引流，与大唐风力发电公司合作，

把山顶风力发电机作为观光游玩和科技教

育的场所，为民宿发展引流。

“我们村跟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都有感

情了。现在能让我们的石头房子和石料再利

用，大家都很高兴，也很期待。”听说要打造特

色民宿，村民仝聚合第一个站出来支持。

目前，该村共整理树枝柴草40余垛，修建石

路450余米，修建石垛250米、护坡600余米，整

修路肩500余米，栽种果树6000余棵，竹子3000

余棵，姬家村在保证村庄原有的特色下，努力推

进村庄果园化，使村容村貌得到了明显提升，进

一步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杨海楠）

李庄乡姬家村：

打造“四个一” 发展乡村游

三月的闹店镇张沟村，杏花满园、春意盎然。杏

林之间，一座古朴端庄的小院伫立其间，红石、白墙、

青砖、灰瓦……不同色调的外观搭配院内精致的凉亭

和绿地，使这所庭院有一种古朴而静谧的美。

“这是我们利用村民腾退的闲置宅基地建设的农

家乐，已完成招商，近期就要开门迎客了！”3月11日，

张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超高兴地说。

据了解，这是由村民张会召、张巧珍、张怀3户村

民的废弃宅基地修葺建成的农家乐。

“我家的老房子多年失修，安全隐患大，闲置在那

儿浪费土地资源。现在改建成农家乐，可以增加村集

体经济收入，我还得到了资金补贴，这真是一举多

得！”看着自己的老宅摇身一变成为村中一景，张会召

打心里高兴。

张沟村地处浅山区，有丰富的树木、果园、红石

山体等自然资源，空气清新、环境宜人。近年来，闹

店镇认真落实全县旅游规划总体布局，把发展乡村

旅游作为该村经济的引领性支柱产业，高标准规划

了农家乐、精品民宿等项目。2019 年以来，该村按

照《闹店镇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流转和退出实施

方案》的要求，对于“占新不退旧”“减人不减宅”“私

自搭棚建屋”等历史原因形成的超面积和“一户多

宅”等现象，采取流转、置换、有偿使用、退出等形式

妥善处理。截止目前，该村摸排出“一户多宅”60多

户，已拆除49户，拆除房屋293间，平整土地4402.04

平方米。

与此同时，该村以“农村+旅游”为着力点，对整

治后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进行盘活利用，

集体打包，鼓励社会资本以代建、租赁等模式与农

户联合实施住房改造、流转，用于民宿、农家乐等经

营，统筹推进旅游开发，使空间变“现”，为乡村振兴

提供支撑。目前，农家乐、停车场、肉串加工厂、乡

村茶馆、精品民宿等项目相继落地，这些项目有力

促进了村集体经济“消薄”，增强了该村经营性收入

和造血能力。

“一户多宅”治理，危旧房拆除，在腾出空间、空间

变“现”的同时也撬动了乡村环境变迁。张沟村红石

资源丰富，历代村民就地取材，世居石屋。村内现有

特色红石结构的老房70余处。该村把从老旧房屋上

拆出来的红石进行了统一回收，用于布置村内小景，

铺设了广场、游园等，人居环境大大提升，乡愁记忆更

加浓郁。红石建筑已成为张沟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少游客在这里游玩、拍照。

“整治是为了村庄变得更美更漂亮，生活环境越

来越好。我举双手支持！啥时候民宿项目动工了，我

愿意把老宅让出来！”老宅被规划进精品民宿项目范

围内的村民杜玉坡说。

目前，精品民宿项目规划范围内涉及的12户“一

户多宅”，已拆除7户，另外几户房屋有利用价值的村

民也多数表示支持村里开发利用。 （王向丽）

闹店镇张沟村：

腾出新空间 焕发新活力

春日正好，张八桥镇姚店铺村香菇园区内的“共享菜

园”里，工人们正在忙碌，他们将一片片绿色新鲜的菠菜

进行采摘、捆绑，稍后会被集中送往联系好的中学餐厅，

最终端上学生的餐桌。

“今年的菠菜长势好，这一小块的菜地就是我打理

的，今年光这一茬菠菜我就能收入400多元呢。”昔日的

建档立卡户韩国立高兴地告诉笔者。

“这茬菠菜共由 8 户村民管理，总收入约 4 万多元，

他们按照所管理菜地的多少进行收益的分配。菜园里

除了菠菜，还种有5亩萝卜。”姚店铺村党支部书记徐桂

玲介绍说。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姚店铺村在村西的香菇种植

园内将原有的荒废大棚推倒后平整了 15 亩土地，用来

建设“共享菜园”。菜园采用“集中种收+分块打理”的

新模式，土地和种苗由村集体集中提供，并承包销售，菜

地分块交给村里的建档立卡户和农户打理，他们通过劳

动获得劳务费和菜地收益分成，农户自身减免了投入风

险，村集体为农户提供了收益保障，从而达到群众和集

体双收益的目的。

“‘共享菜园’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积极探索，利用

农民特长，发挥村集体优势，联系上下游，形成产业链。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本地的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

业链，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到产业增值收益，实现乡村振

兴。”张八桥镇负责人说道。 （陈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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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闹店镇西牛村

的羊肚菌大棚内，工作人员

正在采摘羊肚菌。

去年 10 月，闹店镇西

牛村利用申请的大中型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建

成钢架温室大棚 2250 平方

米，村干部带头入股，共筹

集了 48000 元启动资金，建

成草莓大棚 2 个；同时进一

步丰富产业结构，新发展

羊肚菌大棚 3 个。经过几

个月的精心培育，现在第

一茬草莓和羊肚菌已经可

以采摘了。

史军伟 摄影报道

3 月 14 日，前营乡岳坟沟村郝

庄自然村车来车往，人流不断。村

里的农家乐餐饮生意爆满，柴鸡蛋、

石磨面这些特色农副产业供不应

求。岳坟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张红杰高兴地说：“随着气温不

断升高，每天都有游客来俺村观光

旅游，村民有了增收渠道，村集体经

济收入也大幅增加。”

郝庄村位于龙兴寺水库南侧的山

坡上，郝庄村有 47 户群众，人口 153

人，村里有 200 多间百年以上的老房

子，大部分为天然石材简单堆砌而成，

村貌古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石头古

村”。近年来，前营乡结合郝庄村原有

古村落的优势，以发展乡村旅游为主

线，结合郝庄村历史风貌与独特资源

优势，建成了集民俗观光、农副产品销

售、手工艺品加工、农家乐为一体的古

村落传统文化旅游区。先后举办了自

行车越野大赛、“郝庄村里过大年”等

活动，扩大了影响力，提升了知名度，

乡村游发展势头良好。

郝庄村是前营乡实施旅游带动战

略，扎实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一个缩影。

该乡搭乘乡村旅游发展东风，充分

发挥部分山区自然资源优势和产业旅

游发展优势，把乡村旅游纳入“十四五”

经济发展规划，科学有序地推进乡村旅

游发展，精心打造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

旅游产品，从而加快全域旅游、全民兴旅、旅游富民进程。

如今，每逢假日回到乡村、回归田园、回味乡愁，逐渐成

为假日游的新主题。为进一步唤起人们的“乡愁”，该乡注

重保留乡村的历史文脉，以龙兴寺景区化布局、规范化管

理、产业化经营，初步建成了一批特色鲜明、吸引顾客、示范

带动的现代农业休闲产业园，郝庄古村落、樊家大院、镇凤

塔等 10 多个观光休闲农业园（基地），形成了一批休闲农

庄、农业观光采摘、文化（名人）故居观光等乡村休闲游。与

此同时，该乡大力发展以农民家庭为经营主体，以村（户）为

整体的农家乐休闲旅游村，大力推广“乡村旅游+产业带

动”开发模式，辐射带动槐树岭、岳坟沟、店西、店南、店东等

17个村1233户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

“现在，乡村游已逐步成为我们乡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型

业态，乡村美景也变成了助农增收的‘美丽经济’。下一步，

我们将把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精心打造形式多

样、特色鲜明的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实现富民利

民的目标。”前营乡负责人表示。 （巫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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