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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王湾，红火火的民俗村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3月 25日上午 9时，在陵头镇段村民俗项目王湾民俗村“怡然居”院落内，泉
水喷涌，翠竹摇曳，员工们忙着打扫卫生、准备食材，游客在窑洞屋顶的平台悠闲地
欣赏着万木葱茏的群山，数十名工人在各个景点建设后续工程。

这个运营 11个月的民俗文化村，每天都发生着新的变化。

“现在忙得很，白天要接待各类调研、检查，协调后续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问
题。我是做园林设计的，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整理一天的工作，设计各种图纸，思考安
排第二天的工作，每天晚上都是忙到 10点之后。”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王登科说。

每天早上 5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 10点，

十几天时间，段村 60余名党员干部带领全村

群众，翻山越岭架通了 4公里多的山泉水管

道，不仅使王湾民俗村解决了景观用水问题，

还使沿线村民告别了祖祖辈辈缺水的历史。

为了延伸旅游产业链条，全村干群奋战两

天两夜，整修各个景点联通道路 10余公里。

历时两个月，投资 800万元的王湾民俗村

一期工程实现开门迎宾，2020 年“五一”期间

日均接待游客 5万余人次。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如今，走进王湾民

俗村的每一位游客，都会发现，村口迎面而来

的文化墙上，这句非常醒目的标语，像一面旗

帜吸引着他们的眼球。

“这个钟，就是我们的集结号。村里改建那

段时间，一敲钟，每天清晨 7点我们就会聚到

这里开工。”3月 25日，站在村里的大钟前，段

村副主任王文正告诉记者，王湾村能从穷乡僻

壤变成山水之乡，也是乡里乡亲共同奋斗干出

来的。

“学朱沟、赶黄岭、超西马窑，这是我们当

时提出来的奋斗口号。这 3个村都是我们周边

的村子，都是依靠党的脱贫攻坚政策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也让我们段村党员干部倍感

压力和责任，发展不好自己的村子，就感觉自

己是历史的罪人，无法向乡亲们交代。”村党支

部书记、主任王登科回忆说。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20年初，在

市委、市政府“振兴乡村，发展全域旅游”的号

召下，陵头镇把发展乡村旅游的“主战场”确定

在该镇东部 207国道沿线。

一时间，这个茶马古道上的历史名村春潮

涌动。村“两委”迅速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发动群

众利用资源优势，确立了西片王湾、中片段村、

东片桃花谷等三线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蓝图。

面对没有钱、没有地、没数据的实际困难，

村“两委”班子提出了不能等、不能要、不能靠

的实干口号。“这些年，咱们汝州的干部有句名

言，谈钱伤感情，有钱谁都会干。关键时候，就

是考验党员干部能力的时候。正是基于这样的

思考，我们提出了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的奋斗目标。”回想当初大干快上的“战斗日

子”，村副主任王文正深情激昂。

村“两委”班子利用疫情期间大部分劳动

力在家的机会，发出了男性村民一天 50 元、

女性村民一天 30 元、党员干部家属一律义

务劳动的“动员令”，利用集体闲散地、村民

老房、危房，以推进“一户一宅”政策、人居环

境提升为依托，民俗村改造拉开序幕。

地处偏僻的王湾自然村，随着时代的变

迁，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挣到钱后移居城

市、乡镇，留守的村民以老弱病残为主，让这个

小山村愈发显得荒凉与幽静。风风火火的人居

环境改造，很快勾勒出它一片沸腾的新图景。

清理垃圾，道路铺装，水系工程，房屋修

建，窑洞加固整改，仿古瓦屋沿改造，老磨坊改

造，民俗院修建，泥墙粉刷，砖石工程，民俗老

物件挂墙，老瓷罐文化墙，石牌牛槽，农耕文

化，女织记忆，这些带有豫西农耕文明记忆元

素的改造工程，让王湾每天都在发生着美丽的

变化。

工程建设初期，镇村领导吃住在工地，每

天都在发生着动人的故事。陵头镇党委、政府

在财政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王湾民俗村

援助了 100顶砖、100吨水泥、10万棵竹子，并

每天早上为现场施工的干群送早餐。全村党员

干部早上 5点进入工地，晚上 10点离开工地。

每天都在发生着脱胎换骨式变化的王湾，

也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关注。工程建设初期，

市领导刘鹏、陈国重、史清秀、余占营等多次到

现场调研指导工作，并协调项目进展过程中的

各种难题。

2020年 3月 13日，在工程推进不到半个

月，市委书记陈天富带领市四大班子主要领

导，到王湾民俗村调研指导工作。当他了解到

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资金缺口等难题时，当即

要求有关部门想办法“挤”出资金，扶持王湾民

俗村建设。很快，第三天下午，100万元扶持资

金注入项目工程建设。

靠着这 100万元扶持资金，段村全体干群

在市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文化和旅游局等 10

余个相关单位的通力支持下，从村子北侧 4350

米外的登封市送表管委会辖区架设了山泉水

管道，民俗村的景观用水问题一举解决。不仅

如此，沿线群众的安全饮水问题、王湾自然村

150户村民的户厕改造、1400米的污水处理问

题，也迎刃而解。

有了山泉水的王湾，从此风月无边。

王湾自然村成立了河南段子铺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和河南王湾民俗景观有限公司，助推

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

村“两委”与汝州市琮达公司签订协议，引

进社会资金流转村内闲置老旧民居 20套、土

地 150余亩。琮达公司先后斥资 800余万元，

建设了民俗窑洞宾馆“怡然居”、小吃街、哆咪

屋、儿童乐园等项目，使王湾民俗项目由点到

面、全面开花。

2020 年 5 月 1 日，经过两个月的快速、

高质量建设，王湾民俗村一期工程投入使

用。“五一”期间，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异常

火爆，每天的游客量达三四万人次，容纳

1000多个车位的停车场一位难求。今年春节

期间，每天的游客突破 5 万人次，来自全国

各地的车辆导致附近的 207 国道拥堵达 10

公里。

截至目前，王湾民俗村已投入各类资金

3000余万元，一个集观民居、赏民俗、品小吃、

住窑洞为一体的民俗文化综合体项目，正在成

为汝州市发展全域旅游、全面振兴乡村的一个

样板工程。

3月 25日中午时分，位于王湾民俗

村东北角的清风寨民俗饭店，高高的土

崖，巍峨的两层仿古建筑雕梁画栋、旌旗

飘飘，青砖垛口环绕，颇有当年古寨的韵

味。院内的员工们忙着准备食材，一辆辆

外地牌照的轿车陆续进入，清炖柴鸡、大

肉灌肠、合菜、玉米面烤窝窝、糊涂面条、

凉拌绿豆粉皮，这些带有汝州地方风味

的美食，正在吸引着远近的客人。

经营这家民俗饭店的老板陈西锋，

是段村的党支部委员。他告诉记者，这个

项目已投入资金 360余万元，拥有 8个

窑洞式雅间和 16间民宿标准客房。

“我们王湾民俗村之所以能在这么

短的时间打造得这么好，我最大的体会

是，党员干部必须冲在前头、率先垂范、

不怕吃苦，只有这样才能带着群众把事

情做好。”陈西锋感慨地说道。

他告诉记者，在民俗村建设初期，因

为缺少资金，个别党员干部思想上有疑

虑，村民们抱有观望态度。为了打消干群

们的顾虑、统一思想，村“两委”提出了党

员干部“瘦掉十斤肉，也要干好民俗村”

的口号，把打造王湾民俗村上升到考验

党员干部对党是否忠诚、乡村振兴能否

实施、能否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思想高

度，多次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剖析，统一

思想和行动。

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王登科，村副主

任王文正，带头拿出数十万元垫资推进

工程建设，其他党员干部有力出力、有智

出智，人人分解目标任务。一期工程中，

王登科、王文正率先选择两处旧民居，发

挥自己园林设计的特长，自己设计图纸，

组织施工人员昼夜施工，打造出两处具

有豫西山居风格的院落。二期工程中，两

位村主干又投资 40余万元，带头打造了

两处高档的古民居。

陈西锋一直从事道路运输，2017 年

当选为村党支部委员。王湾民俗村项目

开工后，他积极响应村“两委”号召，个人

投资对清风寨遗址进行民俗开发。

“当时真难啊，清风寨始建于清朝，

由于年久失修，这个地方成为一位村民

的窑洞式老房子，后来也没人居住了，荒

凉不堪。我接手后，首先扒掉了原来即将

坍塌的窑洞，扩展了面积，进行了仿古建

造。清风寨的前面原来是山洪冲出来的

一个大坑，以前堆满垃圾。我把周围的四

五亩土地流转过来，经过平整、修建地下

流水的大型管道，现在变成了一个大花

园。那时候为了配合村里的工作，真是连

明彻夜干啊，我天天就守在工地。咱是村

干部，必须带头干啊！”陈西锋回忆说。

“村‘两委’班子团结一致，党员干部

带头示范，艰苦奋斗、不怕吃苦，勇于解决

一切难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取得今天成

绩的法宝。”王登科，这位 19年如一日投

资数百万元打造桃花谷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的村党支部书记，文化程度不高，却是

一位很有思想和谋略的优秀基层干部。

而在村副主任王文正的言语中，他

津津乐道的干群“五信”（信党、信法、信

实干、信善、信孝），不仅被段村党员干部

广为传颂，而且在记者走访的群众中都

能说出真实的故事来。

干群“五信”，正在成为段村党员干部

引领乡村振兴的一面光辉旗帜。

“我家就是段村 13组的，来这工程

上已经干了一年半了，每天 150块钱，这

活儿干着不赖，咱年龄大了，重活儿也干

不动，这就在家门口，很方便。”3月 25日

下午，正在“怡然居”民俗项目东侧垒砌

坡道的段村村民范广根笑着说。

施工队负责人程义告诉记者，当天

共有 80 余名村民在整个民俗村项目区

从事风景树栽植、山道垒砌、民居改造等

工作，此项工作从 2020年 3月一直持续

至今。

在清风寨民俗饭店厨房工作的段村

14组村民王翠霞，每月可以领到 1800元

的工资，“俺这个饭店的特色菜，都是咱

汝州当地的名吃，外地的客人都很喜欢，

我很看好这个工作。”记者了解到，与她

一同在饭店打工的村民有 10名。

16组村民王文钦在民俗村摆了一个

烤面筋的摊位，“一到双休日和节假日，

我一天能卖一两千元！”正在摆摊的他喜

滋滋地说。

截至目前，王湾民俗村改造民居 20

余套，修建石板路 500余米，修通了连接

周边的桃花谷、芝麻沟、南庙、杏花村、元

宝沟瀑布景观、天河湖景观等景点全长

12公里的道路，修建了 3000余平方米的

文化广场、5000余平方米的景区停车场。

省委组织部、省审计厅、省林业厅、

省信访局、省发改委等领导先后到王湾

民俗村参观指导，新华社、中新社、河南

省电视台、平顶山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

体报道王湾的成功做法，抖音、快手、今

日头条等全国知名商业推广平台纷纷推

介王湾。

王湾民俗村所在的段村先后被授予

“全国无邪教示范村”“河南省无访村”

“河南省特色旅游村”“平顶山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平顶山市科普培训基地”

“汝州市最美乡村”等荣誉。

王湾，这个昔日偏僻荒凉的小山村，经

过一年的民俗民宿改造，如今正美丽嬗变

为一位清纯隽秀、楚楚动人的“俏姑娘”。

村干部告诉记者，根据游客的淡旺

季特点，目前王湾民俗村正在规划推出

“星期天市场”，以地方名小吃、农特产品

展示为主，热推假日经济。在进一步提升

王湾民俗民宿村规模和档次的同时，村

“两委”正在谋划推出富有汝州地方文化

特色的系列文化演艺节目，汝州各类名

吃入驻王湾，引进汝瓷研学基地、生态果

蔬基地、中草药种植基地等，致力于把王

湾打造成中原独具特色的乡村山居民俗

文化旅游网红打卡地，实现“户户有民居

经营，家家有生意可做，人人有工作可

干”的幸福日子。

对于村里的规划布局，村党支部委

员、清风寨民俗饭店负责人陈西锋更是憧

憬满满，“我很快将在清风寨里推出自助

烧烤项目，同时已在清风寨下边流转了

20亩土地，种植了蟠桃、黄金梨等果树，

下一部还要发展有机蔬菜等，生产的农产

品除了饭店自己使用外，将逐步引领打造

王湾知名的农特产品品牌。”

幸福的生活，正在王湾美丽展现。

1 打造民俗品牌

3 王湾民俗品牌创造的“王湾幸福”

村民在王湾民俗村务工

村民栽植风景树

民俗项目摔碗酒

怡然居全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共享幸福美好生活

2 叫响民俗品牌

村书记民宿示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