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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
保障。村里变漂亮了，村民
也文明起来了，宣传文化
墙、农村道德讲堂等文明风
尚工程也让这里的民风愈
加淳朴。韩寨村王大姐腼
腆地说，“咱村是文明村，俺
家又是星级文明户，垃圾分
类我还在学习，不能拉后
腿。”采访团记者了解到，目
前，该垃圾分类试点已有
63个会员，下一步要发展
到300个会员。

振兴乡村，文化先行，
今年，村里设立了知行读书
会，定期与当地村民、学生
共同分享读书故事等。知

行读书会会长尚明侠说：
“把读书会放在韩寨，主要
是村里文化氛围好。平时
可以让孩子们来读书写作
业，还可以定期开展乡风文
明建设活动。”目前，读书会
已有会员900余人。未来，
他们将带动更多群众养成
爱读书、善读书的好习惯，
让知识助力乡村振兴。

初冬时节，尝到乡风文
明带来甜头的王廷民，站立
村头池塘前，望着为净化水
质而栽种的鸢尾，反复跟采
访团记者说：“现在，俺村可
比城里好，空气新鲜、环境
美，俺家的院子千金不换。”

人在景中走，景因人而
活。独具特色的豫东民居，
古朴的农家院坐落其中。
村内有配套齐全的公共设
施，文化广场、小学、敬老
院与一望无际的生态田园
交相辉映，整个村庄像一座
悄然绽放的花园。

“以前脏得很，水很臭，
路也坑坑洼洼，哪有现在这
么美。”66岁的村民王廷民提
起以前的环境，直摇头。如

今，这里变化大得让老爷子直
言“就像生活在景区一样”。

韩寨村是永城市第一
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为把
乡村建设得更有活力，村民
们你100、我 200、他 500，
共建美好家园。记者了解
到，就连90岁的老太太也
捐来养老钱。在外创业的
韩寨籍村民王安民更是捐
资6.6万，直言“看到家乡
的变化，真是高兴”。

众筹共建美丽韩寨 90岁老太太来捐钱

乡风文明助振兴俺家院子千金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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浍滨书院、集贤居……走
进时庄村，100多位记者和编
辑就被构思精巧的各类民俗
建筑所吸引。屋外小桥流水、
茂林修竹，屋内的人手捧书
卷，或在古琴和碑拓中神游，
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黄河泛滥井淤淹，土覆村
庄水浸园……”走进诗词之家，
满墙的诗词透露着主人的文化
修养。这是由时庄村书法家马
德民、马德运、马德俊利用民居
改建的书画院，被中国艺术家
协会授予“诗词之家”。

在经营烙画为主的頔石

斋，村民常用的电烙铁在闫青
松手中成了画笔，仕女图、清
明上河图……一幅幅画作惟
妙惟肖。

演集镇党委副书记冉中
乐告诉采访团记者，时庄村历
史悠久，文化厚重。村内有关
公饮马泉、赤龙泉等历史古
迹，流传着坐井观天、文武状
元等民间故事，整个村庄皆是
墨韵书香。不过，之前由于思
想观念陈旧、基础设施薄弱等
原因，村民们守着一方好田
地，却过着“望天收”的苦日
子，深厚的文化底蕴“养在深

闺人未识”。为了改变这一状
况，2017 年以来，在永城市
委、市政府的扶持下，演集镇
党委聘请省内外专业团队进
行乡村旅游全域规划，把时庄
村打造成集民俗体验、乡旅文
化、美食民宿于一体的田园文
化旅游综合体。

“凭借艺术培训和书画作
品销售，我们一年下来能有二
十多万元收入。”采访过程中，
浍滨书院副院长郑亮不无自
豪地说，在文化产业的浸润
下，农家砖瓦中硬是变出了

“金疙瘩”。

从普通村落到“网红”文化艺术村
时庄村如何两年实现“蝶变”？

“粮袋子”变“钱袋子”村民吃饱穿暖还有零花钱

▶没有青山绿水，能不能
让人一眼望见乡愁？时
庄村做到了。
▶从参差不齐的低矮民
房，到亭台楼榭与木质小
屋……11月12日，“全国
融媒体商丘行”采访团来
到永城市演集镇时庄村，
见证从普通村落到“网红”
文化艺术村的“蝶变之路”。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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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庄没有青山绿
水，如何让人找到乡愁？

如今的时庄村，似乎
充满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
量。这里有“古”：破瓦片
经过匠心独运的排列组
合，成了古风浓郁的黛瓦
墙；石磨嵌入墙壁再配以
书法变成了一道文化墙，
倒立的水缸上佐以山水画
组合摆放成了艺术气息浓
厚的国风图，几根枯死的
老树根和高矮不一的竹子
错落有致地摆放，便组合
成目前最流行的新中式庭
院；这里有“新”：二八杠自
行车随意靠墙摆放，黑白电
视机、缝纫机等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电器，以及石磨、
水缸、架子车等充满回忆的
物品琳琅满目，打造成令
人驻足的民俗博物馆。

看到这些，“全国融媒
体商丘行”采访团成员、东
南网记者姚珊红连连点
头：“看着都是农家不起眼
的老物件，就这么巧妙地
利用之后马上不一样了，

感觉这就是一个氛围浓厚
的民俗文化村。”

原本破旧不堪的村
庄，一两年内就成了文艺
范儿十足的艺术村，要花
不少钱吧？

然而冉中乐却摇了摇
头：“我们对农村空闲宅基
地、废旧坑塘、废旧房屋、
旧物件等综合利用。对于
愿意入住的艺术家，我们
免费提供艺术创作场所。”
如今，时庄村已入住各类
艺术家30多人，成为时庄
文化艺术村的“新村民”；
涵盖书法、绘画、根雕、剪
纸、影视等门类。文化的
助力，给古朴的时庄村注
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时庄村先后
荣获河南省美丽乡村、河
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等称
号。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体验生活，艺术家慕名前
来写生采风、创作作品，这
里成了每天接待游客近万
人的文化艺术旅游村。

变废为宝农家旧瓦打造出国风文化艺术村

文化产业助力小村庄变出“金疙瘩”

▶“白墙灰瓦红腰带”式
的农居，庭前屋后的百果
园，碎石铺就的蜿蜒小路
……行走在演集镇韩寨
村，你会有身处“世外桃
源”的错觉。
▶11月12日，“全国融媒
体商丘行”采访团来到韩
寨村，在这里领略田园风
光，触摸耕读文化，探访
乡村振兴背后的秘诀。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付雨涵宋迎迎/文李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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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寨村，坐落在永城市演
集镇政府北部2公里的一个
小村庄，地形平坦，雪枫沟穿
村而过，气候宜人。初冬时节
的韩寨村，未改丰腴，大白菜
青翠欲滴，门前的柿子树挂满

“红灯笼”，花卉种植基地品种
繁多，竞相开放……

“咱得让村民吃饱穿暖还
要有零花钱。”韩寨村党支部
书记周彦礼说，他们村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3户9人，已全部
脱贫。比如：安排66岁的高
永敬在村里打扫卫生，为高
永敬的儿子办理了残疾证并
发放残疾人补贴，对59岁的
王永顺进行科技培训……为
增加村民收入，韩寨村打造
合作社，开展“订单农业”规
模化种植，把村里特色花生、
小麦等农产品“粮袋子”变成

“钱袋子”。

为照顾村里剩余劳动力，
韩寨村大力扶持个人企业。

“安民植物园、天成竹艺园等，
都是村民个人搞的，壮大起来
后，雇人啊、找帮工啊，都是农
闲时村民的一条谋生路子。”
周彦礼给采访团记者算了一
笔账，就拿竹编来说，一般村
民每天能编2到3个竹艺品，
每个能卖20到30元，一天至
少收入60元。

打造特色产业让村民吃饱穿暖还有零花钱

韩寨村像一座悄然绽放的花园

时庄村用农家旧瓦打造出国风文化艺术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