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蟒川千古秀，山水共长久。花海歌盛世，半扎古韵浓。瓷镇迎宾客，冰川千古流。

蟒川，曾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到处是山峦和沟壑，但丰富的矿产资源，打破了这一方土地的沉寂，富裕了这一方淳朴的子民。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今天，蟒川这座千年古镇，守住初心，褪去灰色，披上绿装，以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让梦想在更美更远的地方延

伸、扩展……

心 寄 蟒 川 云 水 间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蟒川有山。

蒋姑山，一座海拔只有 787.4米的山，带给我们的第一

观感，除了仰视，还是仰视。

蒋姑山属伏牛山系。这里奇峰林立，层峦叠嶂，沟壑纵

横，洞深石怪，植被茂密，云蒸霞蔚，有罗圈冰碛地层，鸡冠

山、月牙湖、五朵山、石人沟、千层梯田、千亩果园、罗圈寺、擂

鼓台、蒋姑神庙、蒋姑烟云等人文与自然景观。

山从四周延伸，山风吹过，云填平了一切沟壑———那些

看不见的隔膜。山呈出一片绿色的世界，起伏的山峦像一朵

朵鲜花，在盛开抑或是在歌唱。

但山间流传的故事，却让人们沉静的心情为之震颤、为

之感动。

大山有情。为了让省定深度贫困村———蟒川镇牛角岭村

早日脱贫致富，市委书记陈天富夜宿牛角岭，与当地百姓点

灯夜话，促膝长谈，出主意、想办法，实地调研指导脱贫攻坚

工作。在先后察看了牛角岭村水窖设施建设，户户通二期工

程，核桃、花椒等产业种植项目，并召开专题汇报会，听取相

关负责人近期工作情况汇报后，对牛角岭村的下一步发展提

出要求，作出安排。

大山有志。为早日脱贫致富，当地群众把火车“开”进了

牛角岭村，成为迎接游客、脱贫致富的火车旅馆。火车旅馆由

一节软卧车厢、一节餐车车厢组成。为了满足火车旅馆对外

营业的要求，市力霸车辆厂对两节车厢进行了设计改造，运

送到牛角岭村后，又进行了清理、防腐处理，在软卧车厢设置

了 50个床位，还在周边建造了 7个特色民俗小木屋，可为

100名客人提供餐饮服务。

大山有歌。为反映全市干群夜以继日、同心同德奋力拼

搏的精神面貌，由河南省流行音乐协会、汝州市文联共同打

造的反映我市在脱贫攻坚伟大战役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汝

州神曲”———《喊生灵》横空出世，并在牛角岭村启动了音乐

电影的拍摄仪式。著名流行音乐词曲作家席文太被汝州的厚

重文化和秀美风光所吸引，尤其是曲胡《大起板》婉转悠扬、

高亢激昂的旋律让他沉醉迷恋，如何传承弘扬这首国粹，成

了他多年来锲而不舍的追寻方向。为了完成《喊生灵》，在市

文联的鼎力支持下，他悉心考证宋朝至今百姓如何呼唤猫狗

鸡鸭，并向国内文史专家求教，无数次莅临汝州采风，寻找创

作灵感。采风中，他被汝州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中的精神风

貌所感染，呕心沥血地创作出了以《大起板》为主旋律的流行

歌曲《喊生灵》。

大山有爱。为让闲散妇女找到活干、挣到工资，蟒川镇

党委政府与市国土局驻村工作队一道，结合山村实际情

况，筹措资金修建道路、蓄水池等基础设施，改善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大力发展核桃、中草药种植，引进纯净水厂、肉

羊养殖场等项目，拓宽群众收入来源。针对农村家庭妇女

闲散劳动力较多这一特点，又通过市劳动局开办了家政扶

贫培训班，免费提供技术培训。培训结束后，市家家靓家政

服务公司还把半成品加工件送货上门，并上门回收，短短

一个星期内，参与加工的闲散妇女每人就拿到了 2000 多

元的加工费。

除此之外，蟒川还有距今 45亿年的罗圈冰碛地层，被列

为世界四大冰川遗址之一，位居河南省“十大具有重大科学

价值的地质遗迹”之首，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曾亲临考察。蟒

川南部寺上村的东周赧王墓，在青山绿水中沉眠，却见证了

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沧桑巨变。

蟒川有水。

古语说：“面山显瑞，照水呈祥。”

水至柔，却柔而有骨。

站在蟒川河畔，宋风瓷韵和田园风光的中国汝瓷小镇拔

地而起，“十里蟒川河、十里大窑厂”的场景油然而生，“当惊

世界殊”的感觉妙不可言……

汝瓷小镇，是依托严和店汝窑遗址和蟒川河宋代窑址群

的历史积淀，配合汝瓷电子商务产业园的陶瓷文化建设，利

用河两岸的优美自然风光，积极打造的具有汝州地域特色和

承载历史文化传承的艺术古镇。小镇总建筑面积 50万平方

米，主要包含严和店水库项目、严和店棚户区改造项目、蟒川

河水系治理项目，建设汝瓷文化遗址公园、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非遗文化村、艺术家村、汝州艺术名家美术馆、陶瓷

行业协会交流展示基地、汝帖文化中心、汝州特色文化商业

街区、蟒川河滨水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曲剧艺术大舞台、汝

石文化展示中心等。

汝瓷的起源和兴盛，是在近千年前的北宋；汝瓷的恢复

和发展，是在六十多年前；汝瓷的梦想与辉煌，将在今天，在

蟒川河畔，再次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站在土门沟水库，“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在随水沉

浮，翩翩起舞。

桃花水母诞生于约 5.5亿年前，是一种最原始低等的无

脊椎动物，为世界级濒危物种，中国一级保护动物，产生于淡

水中，江河湖泊甚至人工池塘都是它的栖息场所。但是它对

水质的要求极高、极为挑剔，适宜生存的水域必须无毒无害、

极为洁净。与海洋中生活动辄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大的其它

水母相比，桃花水母的体形仅有 2厘米左右。它们的寿命也

很短，仅有数星期。

获知境内发现桃花水母，蟒川镇党委政府迅速反应，第

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保护桃花水母事宜，并制定

具体措施，保护好这一珍稀物种。桃花水母现身土门沟水库，

成为蟒川镇大力整治水生态环境的有力佐证。

站在蝙蝠洞内，数百万年神工鬼斧造化万千的大型钟乳

石边，泉水潺潺，如同甘霖。

蝙蝠洞内因长年栖息大量蝙蝠，故名。这是一个经过数

百万年天然神工造化逐渐形成的大型群体溶洞，是北方罕见

的喀斯特地貌现象。洞口位于 10米高的崖壁上，只能容 1人

进入，入洞后攀援而下 5米处有一大厅，大厅内可容纳 100

多人，洞内各种形状的石笋、石花、石柱、石瀑、石龟、石钟等

错落有致，妙趣横生。特别是玉柱擎天、神龟探宝、天坛盖顶

和众多正在生成中的各种钟乳柱造型，令人惊叹不已，拍手

叫绝。

溶洞内向四周横向延伸几个小洞，洞中泉水潺潺，奇石

鳞次栉比，真可谓洞中有洞，景中有景，既是观光胜地，又是

探险乐园，蝙蝠洞堪称中原第一洞。

站在半扎古村龙泉口边，甘洌清澈的泉水滋润大地，膏

润民生。

小桥流水人家，枯树涌泉凫鸭。有一方古意穿行在陈旧

的屋檐瓦棱之间，有一方安宁绵延在迤逦而下的流水之间。

灵动之间有幽静，幽静之中寓着灵动。明明身处现代，却陷落

在往古的情怀之中，分明走在中原的土地上，却仿佛游走在

江南水乡。

历史上，这里曾是南通宛粤、北到秦晋的交通要道。因为

地处要冲，它不断修复创伤、不断兴旺，村里的主要街道，至

今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原貌。重修于明泰昌元年的双孔石桥，

仍飞架在村南的万泉河上；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关帝庙如今

仍保留有戏楼、拜殿和大殿，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还要在戏楼

演三天戏；建于清中期的土地庙虽小，但建造非常精美，集石

雕、砖雕、木雕于一体，可一睹清代建筑的风采。尤其是清同

治年间修建的寨墙———万泉寨，曾经是半扎人的骄傲，现存

有大部分墙段和西寨门。村里如今还有清代民宅 40多处，可

称之为清代建筑的博物馆。

斗转星移，如今的半扎回归了它的安宁和那依然驻留于

山水间的野趣、悠然。所有的过往，浓缩成了西寨门的过门石

和东大桥巨石上深深的车辙印，还有那风烛飘摇的老屋、小

路。

蟒川有梦。

梦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梦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梦

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梦想是路，引领我们走向黎明。

透过蟒川的云水，流泻的时光承载着蟒川人不断追寻、

探索，激情演绎的昨天、今天、明天。

蟒川镇总体规划（2018-2035），具有前瞻性、权威性和

严肃性，既注重政策，又体现发展，结合实际，有了明显提

升。既考虑到汝州未来三洋铁路、汝唐高速等项目建设所带

来的巨大变革，又兼顾到蟒川全国特色小镇、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示范园、田园综合体、万里茶马古道申遗等有利因素带

来的新亮点、新内涵，要以产业定规划，突出亮点特色，做到

思路清晰、定位准确、布局合理，为指导蟒川镇未来一段时

间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文化是城镇的灵魂，城镇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而蟒川

镇，正是现代城镇最大特性的探索者、发展者、开拓者、践行

者。

这里有现代的精神文脉，也有丰饶的物质文明，这里渗

透着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也散发着现代风尚的迷人魅力。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镇区如何扩张，蟒川小镇，始终没有丢

弃最初、也是最宝贵的“云水气象，山水神韵”。它的发展特

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历久弥香。蟒川人，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

坚持“创环境、上项目、抓改革、求创新、惠民生、当示

范”的工作总基调，以“三大主体”工作为核心，以“三大建设

年”活动为抓手，抢抓机遇，克难攻坚，以荣获全国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园为契机，全力实施“一镇一景一道一园”发

展战略，云水蟒川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汝州市工业经济先

进单位、平安建设先进单位、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先进单位、

地质灾害防治先进单位、“三大主体”工作先进单位、维稳工

作先进单位……

数十项得之不易的荣誉，彰显着蟒川浴火重生的磅礴

力量。

一份信仰，一份奋斗，一个梦。因为守住初心，追逐梦

想，便有了蟒川人的硕果累累，便有了蟒川人的春华秋实。

全国特色小镇、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乡镇、河南

省田园综合体试点乡镇、河南省生态乡镇、河南省文明村

镇、河南省卫生乡镇和河南省园林单位……蟒川所秉持的

特有文化属性，让它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与时代精

神共舞，抒写出了一曲新蟒川的华美乐章。

水之湄

蟒川有业。

功崇伟业，业广惟勤。

“北有汝瓷小镇、西有硕平花海、东有半扎古寨、南有蒋

姑山景区、中有华予生态园，东西南北中、处处有亮点”的全

域旅游格局，建设宜商宜居宜游的美好家园，让蟒川充分展

示出山水人文之美，绽放着厚重历史之韵。蟒川，正在完成从

一个产煤的黑色小镇到生态绿色名镇的美丽嬗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念，落脚在这里，无疑具有更加坚实的人文基础和地

缘内涵。

蟒川人把“守住绿水青山，成就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刻进了蟒川的山山水水。

硕平花海，是汝州市的产业扶贫基地。在建设过程中，优

先把包括蟒川镇杨沟村、娘庙村、郝沟村在内的 4个贫困村

的贫困户脱贫放在首位，通过流转土地固定增收、优先使用

贫困户就业增收，实施产业带动脱贫。项目用工优先聘用当

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人口，已经带动贫困人口近 200户，参

加务工的贫困群众人均年增收 3000余元。

硕平花海的网红桥，一桥荡悠悠，盛名传天下。以前的

小水塘，经过改造后，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效应，成为有名的

网红桥，吸引了省内外大量游客体验，相关视频在抖音、火

山、快手等网站上点击量超过一亿次。巨大的流量效应也使

众多网络直播平台从业者将硕平花海作为自己的工作基

地，无一例外都会得到大量点击量，从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经济效益，继而对汝州、对硕平花海产生强有力的宣传推

介。2018年 6月 23日至 9月 30日，硕平花海与湖南卫视

联合开办了《摇啊笑啊桥》节目，创湖南卫视白天同档期收

视率之冠。

华予生态园，项目规划总面积 1500亩，主要建设有农田

农耕、果蔬采摘、极速滑草、神庙香火等 20多个项目。园区内

的林木四季常绿、青翠欲滴；林下套种的经济作物品类繁多、

香味四溢；水库、水池等灌溉设施里育有鱼苗，鱼翔水

底、灵动活泼；水面上放养的鸭子、白鹅，林间散养的

柴鸡、野兔随处可见、四处撒欢，可让人体验在城市

前所未有的放飞感。园内还修建了窑洞、木屋等特色住宿项

目，让人不仅能自由采摘，亲手抓柴鸡、逮野兔、钓鲜鱼烹饪

的同时，还能体验在山野间夜宿的乐趣。

华予生态园的建设，建出了“汝州加速度”，仅用短短一

年时间，就把一片荒坡丘陵打造成一座以现代农业为核心，

观光旅游为支撑，集特色农业、林木花果、休闲旅游、观光度

假为一体的乡村生态庄园。

冬青沟，地处汝州、宝丰、鲁山三县交界之地，与黑龙潭、

老婆寨等组成一个环线，有山有水，风景秀丽，是盛夏避暑的

一个绝好去处。这里是两山间的一个河沟，沟底碎石遍地，两

侧乱石穿空，形态各异。灌木葱郁，嫩枝新芽迎风舒展，偶有

几树山花点缀，更显迷人。远观峰峦起伏，青山相映；近看嫩

叶舞风，花枝招展。

罗圈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重修于明万历三十九

年，兴于清康熙年间，相传是佛教少林始祖清修之地，后迁至

嵩山。这里飞桥泻瀑，清泉侧流，苍柏叠翠，峰峦回转，风景如

画，距今已有 1400多年历史，金元时期多有破坏，明清以后

屡经重修，康熙年间最为兴盛。鼎盛时期，有良田数百亩，僧

徒达 500余人。现据罗圈村仅存的一块半截石碑记载：明万

历三十九年间（公元 1573年）进行了大规模重修。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蟒川镇的绿色产业和乡村

旅游，无不围绕“绿”字做文章。

站在牛角岭的山顶公园，鸟瞰群山，登高望远，阳光炽

烈，一片灿烂。山岭绿树葱茏，鸟语花香；山畔溪水流金，流连

溢彩；山下平畴沃野，碧浪千重……这里如一条腾飞的巨龙，

翱翔云天；这里，更是一种历史见证，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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