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想到家门口就有这么
好玩的地方，这比去外边旅游
还有趣。”1月9日，在虞城县
田庙乡刘杨庄村，前来游玩的
虞城市民小吴高兴地说。

近年来，虞城县积极实施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叫响“木
兰之乡”品牌，讲好黄河故
事，以黄河故道生态旅游为依
托，以乡村旅游为载体，以全
域旅游为主导，推动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打造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品
牌，厚植文化元素，激活文化
业态，盘活乡村文旅，赋能乡
村振兴。以文化助力河南强
县、中原新城建设，有力推动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虞城县把乡村旅游纳入乡
村振兴战略，把黄河故道沿线
各乡镇传统村落、非遗项目、
生态果园、生态农业园和农家
乐等有序串联，打造“一村一
品、一村一景”全域旅游新线
路，推进乡村旅游点向观光、
休闲、度假一体化转变。同
时，以懂菜农业、科迪集团、
通宝食品等龙头企业为黄河故
道生态休闲观光游发展提供产
业支撑，做好“梨花节”“采
摘节”“杂技节”等特色节
会，做大做强新兴农业，把黄
河故道打造成横跨虞城东西
的“故道绿廊”，让黄河故道
内外“四季有绿、三季有
花”“处处是风景、村村有服
务”，将黄河故道变成休闲健
身之道、旅游观光之道、农民增收之道、乡村振兴之道。

以木兰从军路为轴，打造形成“包公晾米台—营廓遗址—
木兰祠—伊尹祠—蜗牛小镇—任家大院—大虞春秋—四大主题
公园—保税中心、特色商务区—马牧集老街—国家孝善基地郭
土楼—状元小镇—稍岗十里画廊—利民古城—烟云古寨—黄河
故道”观光旅游精品线路，打造具有国际特色和魅力的文化小
镇、休闲小镇、生态小镇。

虞城县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文化建设融入城乡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以创建“五星”支部为契
机，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创建“我为家乡代言”“乡村夜
话”“孝善敬老饺子宴”“赶文化大集、享文明新风”四个品
牌，把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发展活力释放出来。积
极探索文化合作社+书画、文化合作社+非遗、文化合作社+广
场舞、文化合作社+红色历史、文化合作社+戏曲、文化合作
社+自媒体等发展模式，截至目前，已组建乡村文化合作社
125家，打造出乔集镇刘楼村杂技乡村文化合作社等特色主题
的合作社 28 个，培养“台柱子”829 人，编排演出节目 228
个，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900多场次，惠及群众和游客 120
余万人次，实现“乡镇全覆盖，城区有亮点，村村有队伍，人
人能参与”。

虞城县将继续传承弘扬木兰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叫响
“木兰之乡”品牌，瞄准“文旅农旅”融合发展，让文化发展
有活力、旅游发展有魅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加快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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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
建谠 通讯员 贾 震）

“我们在这家食品厂打
工，离家很近，能挣
钱 还 能 照 顾 家 ， 真
好。”1月9日，在虞城
县木兰镇陈楼村的水
禾源食品加工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村
民高玉芝高兴地说。

据了解，木兰镇
陈楼村村民陈士业高
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
子弟兵。2003 年，陈
士业选择了返回商丘
市创业。 10 余年来，
凭 着 一 股 冲 劲 、 韧
劲、闯劲，最终陈士
业在商丘市“挖”到
了“第一桶金”。他创
办的车间由原来的几
十平方米发展到了几
百平方米。 2017 年，
他响应木兰镇党委、
政府号召，回到自己
生活多年的故乡——
木兰镇陈楼村开办了
水禾源食品加工有限
公司，主要经营农产品
深加工。为了尽早帮助
村民致富，他流转 300
多亩土地种植蔬菜，大
大增加了村民们的收
入。此外，他为带领村
民走上致富路，还吸纳
村民入股，为当地解决
剩余劳动力30余人。

回村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不久，陈士业看到

村集体收入有限、基础设施不齐全，就积
极争取项目，为陈楼村新修村路 5.5公里，
又筹集资金 10万元修建村文化广场。陈楼
村主干道未安装路灯，村民夜晚出行不方
便，存在安全隐患，陈士业立即号召本村
经济能人捐资2万元，安装路灯35盏。

“近年来，木兰镇以党建为引领，筑牢
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激活多方力量助推
木兰镇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发动在外乡贤
援建家乡，让乡贤力量成为乡村振兴的

‘活水’；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营造出党支部领导、党员示范、村民参与
的良好氛围，鼓励在外人员返乡投资兴
业，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陈士业
就是木兰镇返乡创业带领群众致富的典
型。”虞城县木兰镇党委书记李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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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贾
震） 1月 9日，虞城县张集镇裴马庄村
的罐头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班
加点生产罐头。

“我们车间始建于2011年5月，占
地 5万平方米，是主要加工生产糖水
黄桃、糖水梨、糖水苹果、酸奶葡萄
等 10 多种果蔬罐头的大型规模化车
间，产品主要销往河北省、山东省、
陕西省、广东省等地，深受广大消费
者喜爱。”车间负责人魏鹏介绍说，

“近年来，由于张集镇政府在政策和经
营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车间
的罐头销路越来越广，规模也随之越
来越大。就 2022年来说，年产量可达
9000吨，每吨按 7000元进行计算，年

产值可达6300余万元。”
“以前我在南京服装厂打工，后来

听说家乡建了罐头生产车间，活不累
待遇也很好，我就返回家乡工作。如
今我在这里已经工作 8年了，每个月
能领到 4000元左右，还能照顾老人和
孩子。”在罐头生产车间，员工张贺来
高兴地说。

据张集镇党委秘书、统战委员刘
玉锋介绍，该车间采取“公司+农户”
的运作模式，在张集镇建立了优质黄
桃种植基地 1 万余亩，实行产业引
导、基地保障、合同订购的种植加工
方式，逐步实现了农产品基地规范
化、生产集约化、销售一体化的优质
产业链格局，带动周边乡镇脱贫户300

余人增加年收入 1200余万元，助推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该
车间地处黄河故道腹地，这里土地肥
沃、林果资源丰富，盛产黄桃、苹
果、黄金梨等，为车间生产、加工优
质原料提供了重要保障。

“罐头生产车间是张集镇的乡村振
兴产业，为全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到
了示范引领作用。今后，我们镇将依托
黄河故道这一历史文化品牌，着力打造
以种植养殖、林果加工、乡村旅游等为
重点的乡村振兴战略格局，进一步理顺
新发展理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提高村民幸福指数，使
张集镇各项工作迈上新的台阶。”虞城
县张集镇党委书记王仲奎说。

裴马庄村

罐头车间生产忙 乡村振兴有保障

文态上打造文化传承

马牧集老街承载着虞城人的记忆。曾
经，这里的大街两侧店铺林立，五行八作
尽有，吃喝玩乐皆可。徐州的皮货商、济
南的绸缎客、亳州的药材栈老板、开封城
的京货铺掌柜，都在这里设有分号。“站
在隅首往西望，青砖蓝瓦粉白房，商铺饭
庄都姓杨。卖的啥？百十样！新鞋新袜新
衣裳，京果梨糕大麻糖！”这样的民谣不
知是何年何月流传开来的，但马牧集的娃
儿都会唱。每逢会期，赶会的、谒庙的、
说书的、唱戏的、玩西洋景拉洋片儿的，
更有些不买不卖专门来瞧热闹的……把小
城塞得满满当当。而今，虞城 60岁以上
老人提起进县城，依然说“赶马牧集去”。

如今，马牧集老街作为虞城县“夜间经
济”的龙头经济，已发展成为包括“食、游、
购、娱、体、展、演”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
场，已入驻剪纸、老电影放映、瓦当艺术等传
统文化产业和非遗项目近百家，以老电影记
忆、剪纸等文化旅游产业为主导，打造了影
视基地、艺术广场、艺术中心、培训基地四大
核心项目，形成集影视文化、民俗商业、休
闲旅游三位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特色街。

“古虞民居瓦当博物馆是一个专门收
藏瓦片的博物馆。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瓦
片，它们是藏在屋檐上的艺术品。每个时
期的瓦当都有专属的历史特点，瓦当上的
图文千姿百态，但都寄寓着美好的祝愿。”
市民高峰丽说。

漫步街道，悠扬的琴声从老街非遗小
剧场中传出，非遗传承人正在表演传统曲
艺剧目，这些千百年来植根民间的曲艺文
化在这里得到传承和弘扬。

“老街上的电影纪念馆成为人们重温
经典、找寻记忆的好去处。”刚走出电影纪
念馆的市民汤凯回味着老街的韵味说。

生态上探索老旧街区改造

“原来这里是一条臭水沟，周围是坟头
窝，垃圾成堆，路也不通，经过改造后变成
了博物馆、会客厅和展览馆，不但环境变好
了，也给周围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
娱乐场所。”城关镇中心街社区李美霞走在
古色古香的马牧集老街上高兴地说。

虞城县于 2017 年聘请上海交大规划
设计院高起点规划马牧集老街，2018年开
工建设，全长 1300米，一期建成 650米，
本着不大拆大建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居
民参与、市场化运作模式，严格县“三大
三小”建设要求，在原建筑基础上按照汉
建风格进行提升，进行道路改造、辅道建
设、立面改造、景观亮化等，提升改造周
边 100多条胡同，20个小绿地及一批小书
屋、小公厕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已打造
成商业、文化、旅游、教育等于一体的商业
文化街区，完全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文化虞
城核心区、综合区、示范区，成为有品
位、有档次、有影响力的虞城第一街。

据了解，从下午5时至晚上11时，马
牧集老街上的消费者络绎不绝。由于商品
涉猎广，所以游玩者较多，各个年龄阶段
的人都有，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各大
夜市开街后，带动周边商场、餐饮等行业企
业普遍延长了经营时间，收入同比增长
30%以上。马牧集老街实施亮化美化工
程，举办各类灯光秀，组织美食节、音乐
节、啤酒节、餐饮嘉年华等活动，成为市
民游客的打卡地、网络媒体的聚焦点、城
市活力的新名片。

“改造后的马牧集老街通过规范夜间
经营、放宽夜间摆卖、完善一系列配套设
施等措施，达到了服务百姓、活跃市场、
盘活资源、扮靓城市的成效。”虞城县城
关镇镇长胡建波说。

业态上激活商贸就业

老旧街区的风貌和品位提升，必将在
业态上激活商贸就业路径，广泛带动地摊
经济、夜市经济、胡同经济、小店经济，从而
推动大众创业，也必将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城关镇是虞城县城所在地和商贸中
心，随着“双创”的推进，需进一步拓展商贸
空间。两年时间，这里已新增店面百余
间，吸引大学生群体、城镇贫困居民等数
千人从事地摊经济。

“晚上老街灯火通明、游客纷涌，很
适合干点小生意。”城关镇居民王磊乐呵
呵地说。他在老街广场上经营了一个儿童
娱乐摊位，一晚上能赚200多元。

城关镇不断实施街区夜间亮化工程，
对沿街商铺、标志性建筑，结合丰富的建
筑业态及明清时期文化主题，统一打造提
升，增添民间艺术色彩，引入民俗表演、
非遗项目、传统文化产业、特色小吃、仿
古店铺等。上班族和大学生成为摆摊商贩
主力军，为发展夜间经济增添了更多新鲜
血液，将夜游、夜食、夜购、夜娱等夜间
消费活动充分结合起来，发展夜间旅游、
特色灯光秀、餐饮美食、文娱演出、网红
经济等业态，还引入了“孟婆汤”、汉代
服饰等，打造了夜间旅游打卡胜地。

夜间经济集聚着形形色色的个体户小
商贩，实惠的大排档、廉价的衣物和生活用
品应有尽有，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
夜市摆摊也成为很多人的“第二职业”。

“马牧集老街的改造提升，实现了文
态、生态、业态三态融合的宜居、宜游、
宜商的的文旅产业特色街区。下一步，我
们将围绕‘老街十八巷’进行休闲文化经
济的空间拓展，以此拉动城市经济。”虞
城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彭丽谈及马牧集老街
的未来信心满满。

本报讯（曹明西）近日，虞城县交通运输局按照《河南省
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关于开展 2022年全省各类公路交通情况比
重调查的通知》统一部署，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组织开展全
县农村公路交通量比重调查，设置6个站点对农村公路交通量
比重进行观测。为保证任务的圆满完成，各农村公路管理所积
极部署，抓紧落实调查方案、人员车辆编组定点、数据采集与
处理方式等相关工作，同时强化各观测站点的安全防范措施，
并安排专项调查经费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虞城县交通运输局

开展农村公路交通量比重调查工作

马牧集马牧集老街老街

一条三态融一条三态融合合的文旅产业特色街的文旅产业特色街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于战超

“近日，虞城县马牧
集老街被评为河南省2022
年度城市达标街道示范项
目、河南省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2022 年河南省省
级旅游休闲街区，也是商
丘市唯一成功入选项目。
改造提升马牧集老街，我
们在百城提质中探索出了
文态、生态、业态三态融合
的新模式，在县域经济中
探索出了产业、创业、就
业三业并重的新模式。”
虞城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彭
丽说。

虞城县马牧集老街位
于老城区文明路西段，曾
是一条东西不贯通的断头
小巷。为有效解决老城区
街区破旧问题，改善城市
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满
足群众多层次、个性化生
活需求，凝聚城市记忆和
文化内涵，该县筹划了马
牧集老街项目。马牧集老
街改造工程是虞城县百城
提质重点项目之一。围绕
省、市提出的“以文化城、
以业兴城、以绿阴城、以
水润城”百城提质目标和
虞城县“丰绿增水、兴业
强文”发展理念，城关镇
把马牧集老街改造提升作
为百城提质突破口。

◀1月9日，虞城
县镇里堌乡产业孵化
园里，杨楼村民李秀
兰 正 在 “ 家 门 口 上
班”。2017 年，镇里
堌返乡青年田震京在
孵化园引进PPR球阀
生产工艺，吸引当地
村民50余人实现家门
口就业。谢卫勋 摄

▶1月9日，虞城
县乔集镇大朱寨村民
裴开举正在家里制作
豆腐卷。作为第三代
豆腐卷制作技艺非遗
传承人，裴开举在传
统制作技术上加以改
进，让豆腐卷口感更
好，产量也有大提升。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建谠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李 超）近日，虞城县稍岗
镇五金商会在该镇宣布成立，百余名五金工量具产业从业者
参加了成立仪式。该五金商会的成立以维护当地五金行业利
益为宗旨，以“群策群力，共铸辉煌”为根本，以服务五金
企业为目的，以实现和谐、共融、共赢发展为目标，构建和
谐发展的平台和纽带，致力于打造具有五金行业特色的新时
期一流商会。

稍岗镇

成立五金商会

日前，虞城县书法家协会志愿者开展了“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迎新春义写春联活动。活动现场为群众义写春联
100余幅，受到群众的一致称赞。李 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