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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界乡史村
旱塬上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

小界乡名片
洛宁县城西北17公里处，有

个南望熊耳山、北依崤山的乡，名
叫小界。该乡西北部被群山环绕、
景色怡人，其境内的嶕峣山，山势
挺拔、陡峭险峻，嶕峣山四周有7
万亩刺槐林，每年4月下旬，这里
槐香四溢。

20世纪50年代，现在的小界
乡属城关公社；1962年设小界公
社，后来改为乡；2005年，经乡镇
机构改革，王村乡撤销，划归小界
乡管辖。如今的小界乡辖区面积
174.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7万
亩，共辖32个行政村214个村民
小组，总人口29205人。

小界乡地处崤山腹地，气候极
适合种植烟叶。目前，全乡烟叶种
植面积约15000亩，年产值达3.5
亿元，连续5年被洛阳市政府评为
“烟叶生产先进乡镇”；由于日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小界乡还是优质
小麦、谷子的生产基地，播种优质小
麦3万多亩，谷子2万多亩。

小界乡历史文化悠久，著名的
秦晋殽之战就发生在嶕峣山附
近。《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末年刘
秀部下与赤眉军在嶕峣山下崤底
关大战，后经演化，在嶕峣山附近
留下了绵羊沟、阳盘、马到岭等许
多优美的传说。抗日战争期间，抗
日名将李桂梧在嶕峣山举起抗日
大旗，沉重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
嶕峣仙迹是洛宁古八景之一，相传
广成子在此羽化登仙，轩辕黄帝也
曾问道于广成子，嶕峣山因此成为
道教文化圣地。

驱车沿洛宁县城东洛三公路
北上，约15分钟后转入一条乡村
公路，道路两边地势平坦，土地平
整，是洛宁北部难得的一大块“平
原”。走着走着，一片村落出现在
眼前，带我们采访的乡农技站负
责人指着那片村落说，史村到了。

果然是一个大村落，村里一处宅子连着一
处宅子，东西有两三百米。一些家宅，朱漆大
门，“天赐百福”的匾额高高挂在门头；院内，干
净整洁，正屋和两边的厢房用白瓷砖贴面。

“史村有个奇怪的现象，村里从来没有姓史
的人，大部分村民都姓易。”村党支部书记易友
安说，这是史村与很多以村民主要姓氏命名村
子的不同之处。

“史村为什么叫史村，至今还是个谜。”今年
83岁高龄的史村原村干部易根科说，史村的形
成，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

相传很早以前村民居住分散，各自为生，
基本没有交流。清朝时，这一带闹了一场严重
的饥荒，散居在山里的村民不得不聚集到一
起，靠着集体力量生活，最终渡过那场饥荒，之
后人们便在一起居住，逐渐形成了村落。

《洛宁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一
年和乾隆五十五年就有史村之称，在以后的史
料中，史村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县志上的记
载，也印证了有关史村形成的说法。”易根科说。

史村目前还保留着不少“有年头”的建筑
物。在易友安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村西头一处

标志性建筑物——易家家庙。以前村里有大
事，都要召集村民到家庙商讨。“每年春节是家
庙最热闹的时候。”易根科说，村里的能人、比较
有威信的人都会聚集在此，总结村里一年来的
大事小事，谋划史村新的一年的发展。

在史村有一间破败不堪的房子，但依稀能
从门口木头横梁上精美的雕刻纹案中，感受
到此建筑曾经的辉煌。易根科说，这是清朝
末年时，大户人家周作舟（音译）家的房子，当年
的房子比现在大3倍，因战乱，如今仅剩下了断
壁残垣。

没有史姓的史村

在史村老一辈村民心中，一场战斗让他们
至今记忆犹新，史料上称之为史村战斗。

一天凌晨，十几岁的易根科被一阵激烈的枪
声惊醒，跑到城墙上一看，发现埋伏在沟两旁的
人正在交战。

这场战斗持续了约10个小时。傍晚，易根
科出门看到解放军正在擦拭、收拾枪械，他这才

知道，刚刚的那场战斗是解放军剿匪。
这场战役巧妙的战术现在仍被村民津津乐

道。原来，战斗打响前，解放军就乔装成戏班，来
到史村搭台唱戏，这不仅吸引了村民，还把土匪也
吸引过来了。当土匪听戏入迷的时候，另一些解
放军就在土匪回山的必经之路打好了埋伏。当土
匪听完戏从沟里回山时，解放军将其一举歼灭。

此外，上刀山也是史村一个传统项目。易
根科介绍，同样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地有个
叫红学的民间组织，成员将多个铡刀固定在两
根木桩中间，他们光着脚踩着刀刃向上爬，这就
是上刀山，爬到最顶层后，还会高喊一声爱国口
号。每当有这样的活动，史村村民和周边很多
村子的村民就跑来助兴。

解放军搭戏台巧剿土匪

在洛宁县，流传着“南凡北史”的说法，何为
“南凡北史”呢？

易友安介绍，洛宁县有两块土地被称为宝
地：一块位于沟南边的凡村，另一块位于沟北
边的史村。与其他土地相比，这两块地土壤肥
沃，所种粮食产量要比其他地方的高很多。所
以一提到肥沃的土地，很多当地人都会想到

“南凡北史”。
靠土地吃饭的史村人，近年来利用自身优

势，靠种植红薯在地里“刨出”致富经。
在村头，记者碰到了村民易红武夫妻俩用

拖拉机拉着一车红薯，将其运到村农副产品加
工合作社，进行统一加工销售。

过地磅、卸红薯……易红武一趟趟忙得不

亦乐乎。“都说‘一亩红薯顶三亩小麦’，我家种
了3亩红薯，每亩地约产红薯3000公斤，全部卖
给合作社，按每公斤0.8元计算，仅种红薯每年
就能净赚5000多元。”易红武说，种红薯的收益
要大大高于种小麦。

其实，史村一直都有种红薯的传统，但此前
多为零散种植，大多为自家口粮。从2009年开
始，为促进经济发展，帮助村民增收，史村经过
考察、学习，决定大力发展红薯种植，由村里负
责运输，统一进购红薯种苗。

“如果仅发展传统的红薯种植，不仅市场需
求量有限，村民增收的幅度也有限，因此史村在
发展红薯种植的同时，还发展经济价值更高的
红薯深加工产业。”易友安说。

2009 年，史村村民共同集资，成立了洛宁
县丰豫绿色农副产品加工合作社，进行红薯粉
条加工。“村民根据自家情况，自愿出资，1000
元、2000元、5000元、2万元……村民自己筹钱
不容易，不能浪费。”易友安说。

经过4年的发展，如今史村农产品合作社发
展日益成熟。“合作社最初确定的最大销售能力
为每年250万公斤，但由于销售渠道不稳定，今
年仅生产了50多万公斤，这是史村目前发展红
薯深加工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易友安说。

今年，史村土地流转100余亩，进一步扩大
了红薯种植面积，同时提高红薯深加工能力，在
此基础上，史村人也在加紧拓宽销售渠道，让特
色农产品走得更远。

红薯地里“刨出”致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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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红武夫妻俩将红薯运到合作社

本报记者 赵佳 王蕾 通讯员 韦萃萃 文/图

农家乐，期待迈向“深度体验”
如今，每逢节假日，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喜欢约上三五好友，住农家屋、品农家饭、观农家景、享农家乐。
作为旅游市场细分的产品，农家乐逐步成为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其数量倍增的同时，休闲内容

单一、服务难上档次等一系列弊病也已显现。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气温渐低，农家乐休闲游进入淡季，但要
为来年发展做好规划，要进一步做强做大，需由单一的经营模式向“深度体验”为主的乡村休闲游转型。

今年十一黄金周，我市各大景区游客爆棚，农家乐
也跟着赚得盆满钵溢。

龙潭大峡谷景区所在的新安县石井镇龙潭沟村，村
民李云宏的农家乐生意非常红火。“黄金周期间，客房几
乎天天爆满。”李云宏说。

借助丰富的旅游资源，像李云宏这样靠农家乐致富
的人越来越多。

在栾川县合峪镇，有一座占地600亩的农业生态观
光园。依托观光园，该镇还配套建设了3000亩桃梨基
地。在这里，游客可以赏花、垂钓、摘果、品美食……

合峪镇柳坪村村民王丽珂没想到，凭着自己烧菜的
手艺，竟找到了年收入数万元的致富途径。

她在观光园内开了家农家乐，专做当地传统美食“八
大碗”，赢得各地游客交口称赞。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

“农家乐一桌饭也就一两百元，而酒店一般四五百

元，上一点档次就要近千元，所以游客在农家乐不仅吃
得舒心，而且也实惠。”王丽珂说。

“农家乐的出现，满足了城里人放松休闲、回归自然
的需求，拉动了农村消费，对于带动周边农民就业增收
发挥了重要作用。”河南科技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仝
红星表示，很多农民辟出院落经营农家乐，是条致富的
好路子。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围绕“农”字，我市一些地区
相继开发了“垂钓农家乐”“果园农家乐”等系列农家乐旅
游产品。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市休闲农业企业
总数达915个，从业人数3.8万人，营业收入26亿元。

农家乐的迅猛发展，源于休闲游火爆。数据显示，
今年十一期间，来洛的休闲游游客占游客总量的七成，
市区周边田园采摘、生态垂钓、休闲农庄等农家乐休闲
景区吸引了大部分游客。

商机 农家乐相当受市民青睐

业内人士表示，当下，我市的农家乐经营户数量不
少，但名气大的并不多，缺乏特色项目，同质化现象较为
严重。多数农家乐还是按传统的经营思路，处于等客上
门、提供大众服务的阶段，尚未树立主动营销的理念。

市区某旅行社负责人曹磊在多次旅游踩线活动时发
现，我市很多农家乐就一个“吃”字，档次较低，品位有待提
升。“不少游客反映，到农家乐只是吃吃农家菜，打打牌，没
有什么特色项目，虽然留住部分游客，但回头客较少。”

仝红星表示，发展乡村休闲游，一方面顺应了城乡居
民休闲消费高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

带动了配套产业的发展，有效拓展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
空间。然而，不少农家乐项目还停留在浅层次的观光、餐
饮、垂钓、采摘等阶段，缺乏参与性和特色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农家乐的需求从传统的吃、住、行要延伸到游、
购、娱。”洛阳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刘玉来认为，目前很
多农家乐经营者对民俗文化、乡村风情认识不足，这样
导致利用农家生活开发的参与性项目较为单一。

另外，基础设施简陋、配套设施不齐全、卫生条件较
差，也直接影响了农家乐的发展。

制约 特色项目缺乏，同质化较为严重

“归根结底是缺少科学规划。”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
院院长刘溢海认为，农家乐发展要规划先行，根据所在
地的地域、气候、文化等特点，打造品牌农家乐。

刘溢海表示，为避免农家乐发展同质化，应由单一
经营模式转变为集娱乐、文化、农事和餐饮于一体的多
种经营方式；立足特色化和个性化，充分挖掘农家乐的
文化内涵，诸如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等；突出“农味”，反
映当地的乡土文化、民俗风情，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农家乐休闲旅游是体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形式，突
出特点是高度的参与性，发展深度农家游是农家乐转型
的方向。”仝红星说，游客可参与农业生产过程，亲自制作

食品、礼品、艺术品等。
当前我市休闲农业多以民营企业家、农民自主开发

为主，休闲农业发展还存在规模小、起点低、同质化、服
务档次低等弊端。对此，我市近日下发《休闲农业项目
标准(讨论稿)》，对全市休闲农业园区、休闲农庄、农家
乐等项目进行科学规划，对环保、卫生、消防、安全等方
面标准进行明确。

业内人士表示，我市农家乐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但如果要向更高层次发展，还要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提
升农家乐的品位，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本报记者 戚帅华

方向 立足个性化、参与性打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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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界乡小界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