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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头赵村，有一座清朝
时期建成的关帝庙，历经200
余年的风雨，寺庙上青瓦斑
驳。几年前，山头赵村启动文
物保护计划，在关帝庙原貌的
基础上，加固了房梁和屋柱，
使关帝庙成为山头赵村更加
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

“搞旅游首先要有一个好
的文化环境，老君庙、关帝庙、
奶奶庙等，这些珍贵的古迹，
就是山头赵村的宝贝，我们要
坚决保护好。”来自郏县司法
局的山头赵村第一书记吴帅
攀说。

老街古井、后北拐、赵氏
祠堂、古街老巷等7个特色景
点分布在村子的不同角落。
500多年的古槐掩映下，山头
赵村的沧桑感从一砖一瓦、一

草一木中弥漫开来。
除了保护好已有的文化

资源，还要建立起新的文化生
态圈。吴帅攀告诉记者，以
前，山头赵村的环境属于典型
的“脏乱差”，两丈宽的路是村
民用脚踩出来的，家家户户将
猪圈里的废料直接排放到街
上，一到下雨天，雨水、黄泥、粪
便混杂在一起，污水横流，“最
多只能走个七八步，鞋袜就全
湿了”。不仅如此，村里的学校
也没有教室，孩子们都是趴在
树下的石头上听课、写作业。

从2010年开始，这些尴
尬与抱怨一一消失：乡道、村
道纷纷被加宽、硬化；去年，常
年发臭的村蓄水池被修整成
了 10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体育器材应有尽有；家家

户户装上了自来水，大大小小
的路上都安上了路灯，学校建
得像个花园一样，村民出门见
绿，到处古色古香。

“俺最稀罕的就是村口这
个戏台子，你看看多气派！”71
岁的村民赵海山指着村口的
戏台说。这个面积达200多
平方米的戏台约有两层楼高，
两根台柱雕艺精湛，最上方

“钧天广乐”的牌匾透出古朴
庄严的韵味。

“村里人都喜欢听戏，但
原来只有个又小又破的戏台
子，师傅们表演都施展不开。
后来，村里花了大价钱修了这
个台子。”赵海山说，村里现在
隔几天就有戏看，一到春节更
是大戏不断，让村民们过足了
戏瘾。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
家、老杨会客厅创始人
杨建国

郏县茨芭镇山头赵
村通过巧用、活用文化资
源，大打文化牌，让乡村
振兴有了强力支撑，可以
说为全省以文化振兴促
乡村振兴提供了可以借
鉴的样本。

未来想要形成更加
系统、全面的用文化带动
乡村旅游升级，进而推进
乡村振兴的郏县经验，就
不能仅仅只有少数山头
赵村这样的点，而应该形
成以点带面，以面撬动整
体的方式，从乡村旅游升
级为全域旅游，从乡村文
化，升级到城乡互动上来。

对于郏县以文化振兴

撬动乡村旅游，推进乡村
振兴，我有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开发利用乡村
文化的时候，要守住文化
的根，不生搬硬套，不简
单复制，不盲目跟风，避
免一些地方出现的盲目
扩张重建和低层次无序
开发等乱象，扎实打造具
有本土特色的乡村文化
品牌和名片。

第二，要重视长期产
业链打造，包括结合本地
特色文化旅游项目，也包
括对乡村文化及乡村旅
游的管理和运营，以及对
乡村人才的持续培养等
等。只有做好这些，才能
让文化振兴真正能够持
续不断地赋能乡村旅游和
乡村振兴。

上午11时许，村文化
广场上，七八位村民正围
在一起，加紧赶制一台5
米高的饸饹面机。

“这个机器一次能做
50碗饸饹面，大概一个星
期之后就能完成，我们准
备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到时候肯定又能吸引很
多游客过来尝鲜。”吴帅
攀自信地说。

对如今的山头赵村
民来说，文化带来的不仅
是精神富足，还有实实在
在的物质增收。

“文化振兴使乡村旅
游有了强力支撑，为村里
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
效益。去年仅仅赶山货
大集一个活动，就让100
多户村民的山货卖了出
去，一下子增收20多万。”
赵万选自豪地说。

一棵挂满了红色丝
带的皂角树下，是村主任
赵殿臣刚开不久的壹号
农家院。记者见到他的
时候，他正在厨房里忙得
满头大汗。“谁也没想到，
俺们这深山沟生意会这
么红火！”赵殿臣说。他
觉得，村里既然决定发展
乡村旅游，就一定要留得
住游客，让吃喝、娱乐、住
宿等一条服务链尽快完

善起来，农家乐是必不可
少的一个要素。

“过年的时候，我们
的打铁花活动吸引了几
万名游客，但村里既没啥
吃的，也没啥住的，根本
留不住人。”为了鼓励村
民大胆尝试，赵殿臣利用
自己做菜的好手艺，率先
示范，今年年初开了村里
第一家农家乐，没想到每
天都能接待七八桌客人，
营业额近3000元。

自己富了不算富，还
得带动村民。作为村里
旅游活动策划的“灵魂人
物”，赵殿臣现在满脑子
都是如何让村民通过旅
游致富，他觉得游客数
量一多，经营摔碗酒、唱
戏说书、烧烤喝茶等生
意都能带来 不 错 的 收
入，很有可行性，“我最
近正在琢磨咋上这些项
目，咋样才能让其他村
民也跟进”。

“有文化底蕴，乡村
旅游的独特魅力就能充
分展示，有人愿意来、来
了能留住，深山沟就能变
成聚宝盆。”吴帅攀告诉
记者，现在不少村民都搞
起了农家乐，“大家的信
心很足，都相信以后的日
子会越来越好”。

文化振兴让深山沟成了“聚宝盆”

■点评

以文化振兴撬动乡村振兴的
郏县模式需要更多长期产业链

平顶山郏县茨芭镇山头赵村：

文化振兴让村民美了生活鼓了腰包
一个深山沟就这么变成了“聚宝盆”

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

▶4月22日上午，从郏县县城开车沿曲折的山路西行近一小时，记者一行到达了
茨芭镇山头赵村。没有想象中的贫瘠、杂乱，路两边一溜青砖、宽缝、翘檐的民居
素雅且颇具古韵，最吸引人的便是一座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加之随风摇曳
的一株株古树，整个小山村处处彰显着文化的印记和岁月的厚重。
▶近年来，借助国家级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金色名片，平顶山市郏县
的这个深山沟——山头赵村，巧用、活用文化资源，把乡村旅游做得红红火火。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王俊生 见习记者 王佳宁实习生 王向宇/文图

在山头赵村，有一个出
了名的农民舞蹈队。今年1
月，这支平均年龄达到60岁
的舞蹈队，参加了中央电视
台第七频道美丽乡村中国行
栏目的春节特别节目《丰收
中国过大年》，给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

“我们舞蹈队的队员大部
分是农村妇女，舞蹈基础差，
年龄偏大，记忆力也不好，能
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靠的是
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团队精神
和一股子拼劲。”舞蹈队队长
李伟飘说，2015年前后村里
会跳广场舞的只有几个人，后
来慢慢发展为十几个人，“从
那时起，欢快的乐曲声便时常
回响在夜幕下的山村”。

虽然处于深山中，但山头
赵村村民的业余生活并不匮
乏，铜器队、秧歌队、打铁花
队、舞龙舞狮队等各种文艺小
团体层出不穷。一到晚上，村
民们便走出家门，开展各种艺
术活动。

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山
头赵村在乡村旅游的道路上
越走越快。借助国家奖补资
金，山头赵村不断完善文化环
境，相继举办了山货大集、桃
花节、丰收季、过大年等一系
列富有特色的节会活动，将自
己打造成茨芭镇乡村旅游中
一张金色名片。

“春节的时候，我们这里
可热闹哩，打铁花、敲锣鼓，张

灯结彩的，下一年，你一定要
来看看！”村民张振霞自豪地
对记者说。

借着乡村旅游，山头赵村
不仅改变了村容村貌，也聚起
了涣散的人心。

“1997年到2011年的14
年间，俺村换了8个村支书，
群众不满意，班子也不稳定。”
采访中，山头赵村支部书记赵
万选告诉记者，如今以发展乡
村旅游为契机，村子里的人气
才开始聚起来了。“我们从小
事做起，比如恢复了古寨门和
古戏楼，整修了石板街道，让
群众看得到进步，感受到实
惠，这样就夯实了群众基础，
村民也愿意积极参与到文化
活动中来了。”

“只要是文化的，就是该保护的”

文化活起来村民动起来

周边游客慕名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