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酒务镇韩庄村昔日沉寂的土地，

近年来因为秋月梨、地坪业等屡屡登上

各大媒体，成为热搜。5 月 3 日，趁着假

期，带着诸多疑问，笔者一行走进这个网

红村，探寻这块土地上的神奇故事。

一进村，谈起秋月梨，村支书李勇刚

脸上便洋溢着笑容，兴奋地说起了前些

天的梨花盛景：“阳春三月，在我们韩庄

村北虎狼爬岭上2000多亩的秋月梨种植

基地，上演了一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的真实场景。漫山遍野

的梨花如约盛开，似银装、如白雪，馨香

四溢，游人如织，蔚为壮观……”

（一）
据记载：韩庄村位于宝丰（县城）北

十二公里，八百里伏牛山脚下，石河河

畔，原名古城韩，相传村上的先民是从村

南的养国故城搬迁过来的。现有村民

450 户，人口 1750 人，辖 6 个村民小组。

村民以赵姓居多，韩姓居第二。

韩庄村北依八百里伏牛山的余脉四

十五里虎狼爬岭，该岭在韩庄村东戛然而

止。村北石河宛如一条玉带缓缓流过，滋

润了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百姓。韩庄村

民风淳朴。相传，清代嘉庆年间，在村上

大户韩家私塾任教的教书先生赵邦在科

举考试中荣登皇榜，高中进士，人称“赵进

士”。赵进士高中后淡泊名利不出仕为

官，仍在村上教书育人，一时传为美谈。

村子东南角有一个文化广场，广场

的东头栏杆围着一座老石桥，石桥所在

的位置是一条河流。听村民讲，以前从

宝丰去往洛阳的行人、车马都得从那座

桥上过，文武官员经过此桥要下马步行，

所以又叫“下马桥”。

韩庄村南有一处古城遗址，是养国

故城。据《姓考》载，养国是西周初年所

封姬姓子爵小国。东周时郑国疆土拓展

至汝水以南，养国成为郑国的附庸国。

公元前678年，楚国势力向北拓展，楚文

王“封畛于汝”，养国被楚所灭，成为楚大

夫食邑。《洛史》载：“养，由基邑也”。当

年楚大夫养由基经常在养国西部原野上

射猎，他离柳树百步的距离射其叶片，能

达到百发百中的地步，练就“百步穿柳”

的射技。杨树、柳树属同科，古时称作杨

柳。这也就是“百步穿杨”典故的由来。

公元前515年，吴国阖闾发动政变，取得

王位。僚之公子掩余逃往徐国，烛庸逃

往钟吾国。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迫令

拘捕烛庸。掩余、烛庸获悉逃难到楚

国。楚昭王派监马尹文心迎接吴公子，

把他们封于养。并令莠尹然、左司马沈戌

扩筑养城。扩筑后的养城因吴公子的居

住而称“养吴城”。历战国至秦，养邑城一

直是汝水以南、城父以西广大地区的政治

中心。两汉时期称养阴里。北魏太和年

间于此设符垒县，永安元年置汝南郡。金

代于北魏汝南郡故城置汝南镇属宝丰。

养国故城为我国养姓的起源地。

虎狼爬岭曾是鸟不拉屎的代名词，

人见人愁。韩庄村正处于虎狼爬岭余脉

上，这里土地贫瘠，地面满是顽石，大如

拳头，小如豌豆，本地人称“石人地”，锄

地的声音，半里外都能听到。有诗云“终

春锄响传三里，一夜雨声荒四遐”。

（二）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近年来，韩庄

村在党的富民政策引领下，在乡土人才

的带动下，全村干群团结奋斗，用勤劳的

双手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传

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果业，昔日荒

山野岭蝶变成今日的“花果山”；因势利

导，地坪行业蓬勃兴起，现有专业施工团

队 60 多家；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艾草种

植300多亩，以及桃园、葡萄园等，集体经

济不断壮大。

说起在虎狼爬岭种植果树，这一切的

改变与赵金亮密不可分。2014年冬，经过

多方考察，曾经当过煤老板44岁的赵金

亮看中了这块石窝窝土地，想发展林果

业，并与该村两委协商后，把无人问津的

数百亩“虎狼爬岭”地依法进行流转，成立

了宝丰县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

“秋月梨”品牌，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几年的摸爬滚打，赵金亮终于“守得

云开见月明”。他种植的“虎狼爬岭”牌

秋月梨声名鹊起，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名录、获得第二十届中国绿色食品

博览会金奖等诸多“名头”，并通过网络

平台远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精品梨卖

到了“百元一个”，实现每亩利润近万

元。他先后荣获县第一批十大乡土人

才、县“五一劳动奖章”、市“乡村拔尖人

才”、省林草乡土专家等荣誉，实现了从

“煤老板”到“梨大王”的华丽转身。

如今，赵金亮致富而不忘乡邻，通过

公司+农户的模式，影响带动了更多群众

种植梨树。目前他的“秋月梨”种植面积已

达2000多亩，年实现销售收入2400多万

元，成为韩庄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同时他

的合作社提供长期务工岗位40多个，套

袋、摘果等农忙时节用工将近200人，平均

每人每天收入近百元，帮扶贫困户16户36

人，为乡村振兴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
韩庄村的另一个传奇人物叫赵锋

印。他曾在外务工多年，2009年回乡创

业，2010年创办了远达地坪厂。该企业

主要生产磨片、固化剂等产品，现有生产

线6条，用工近百人，高峰期年销售额达

到500万元，营销模式采取网络、电话等

线上线下方式。固化剂、磨片等产品向

全国各地发货，并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加

工配料。现已注册“赵远达”商标，申请1

项国家专利。地坪产业主要服务于工业

厂房、地下车库、学校、医院、机场等单位

的地坪修复。

2015年起，在赵锋印的带动下，韩庄

村地坪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全村成

立60多家团队，2/3的劳动力参与，成了

全省响当当的“地坪村”。2020年，在县

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县地坪产业

被纳入全县第十二大产业链专班，以远

达地坪为龙头带动，整合全县地坪行业，

成立了宝丰县建筑装饰地坪协会。县地

坪产业链服务专班成立以来，不断打造建

筑装饰地坪协会平台，从而影响带动附近

周边村镇，辐射到我县赵庄镇、张八桥镇、

大营镇，以及汝州市小屯等地。目前活跃

在全国各地的从业人员有6000人，小磨

片磨出了大产业，年创收入上亿元。

（四）
说起村上的艾草种植，村支书李勇

刚说：“这是我村成功人士赵集广的杰

作。他早年外出创业，经过 10 多年打

拼，成立了德多集团，在开封市有自己的

产业园，健康产品辐射到全国各地。为

了增加群众收入，经协商，2020年村委会

将 300 多亩土地流转给赵集广种植艾

草。同时他在其它乡镇也种植有艾草，

总面积有上千亩。”

据具体负责艾草种植管理的李兆林

介绍，他们的艾草今年长势良好，端午节

前后就要进行第一茬收割。下一步还要

建立自己的艾草深加工车间，生产艾棒、

艾枕等产品，打造自己的品牌。

“赵集广常年不在家，但他的家乡情

怀比较重，2021年1月给村上捐款5万元

用于修路；2021 年 7 月捐现金 1.5 万元，

用于村室升级，在疫情防控中，又捐赠价

值2万余元抗疫物资；2022年春节前夕，

他拿出10万元，给韩庄村70岁以上的老

年人和退役军人购置大肉、面粉等年货；

2022年4月捐款1万元，用于村上小学教

师宿舍维修。表达了一位家乡人的拳拳

爱心，受到了村民的好评。”李勇刚说。

（五）
据了解，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韩庄村越来越多的乡土人才自主

创业，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贡献着智慧

和力量。该村荣获2022年度全省“一村

一品”示范村，村集体经济由 2019 年的

5000元，提升到2021年的12万元。人均

收入2021年达到2.4万多元，全村家庭小

轿车拥有率达75%。

谈到韩庄村的远景规划时，李勇刚

满怀信心地说：“要发挥支部堡垒作用，

坚持党建引领，在人才和资金引进上做

好文章。村上计划投资500多万元，依托

石河，围绕秋月梨种植基地打造‘秋月梨

基地儿童游园’；与德多集团合作，筹资

建设一个梨膏厂，壮大集体经济；同时，

由县政府牵头华中农业大学设计中心对

‘秋月梨基地示范园’提档升级的规划设

计方案也正在进一步论证中。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在

推进产业振兴的同时，还要谋划好生态

振兴。今年春季，韩庄村购买了3000棵

树苗绿化村上环境。其中黄桃600多棵，

金枝槐1000多棵，红叶石楠800多棵，种

植在村道两侧、石河两岸、虎狼爬岭道路

两侧，进一步擦亮省级森林村庄的金字

招牌，为文旅强村打下坚实基础。”

听着村支书李勇刚的介绍，笔者眼

前，仿佛一幅波澜壮阔的乡村振兴时代

画卷在韩庄那一方钟灵毓秀的热土上徐

徐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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