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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在欣赏嵩县美丽自然风光
的同时，两程故里也是游客们欣然向往的
旅游热点。

嵩县两程故里位于田湖镇程村，是宋
代理学大家程颢程颐的故里，两程优良的家
风和开创的理学思想对嵩县产生了极其深
远的影响，两程故里也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和优良家风的良好载体。近年，嵩县依托
两程故里独有的理学文化资源，以儒学名家
家风为特色，以共产党人家风为重点，建立
家风教育基地，并通过家风教育基地，弘扬
中华优良家风，净化心灵，成风化人。

2016 年，嵩县启动了两程故里开发
建设工作，筹建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
对两程祠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保护
性开发改造，并围绕两程理学进行布展。
对程祠西院扩展区进行改造，展示两程故
居历史文化和经典故事，在原程村小学内
展示共产党员家风、嵩县家风家训等内
容，依托两程文化，打造两程故里家风教
育基地。

如今，走进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
800 平方米的展览区内，布展了家和家风
家训起源、儒学名家家风家训、共产党人
家风家训、嵩县家风家训、家风破败的惨
痛教训和百家姓起源及其家风家训等六

个主题板块。在基地展厅的序厅，大屏幕
上播放着《习近平的家国情怀》展片，还展
览着习近平总书记各个时期关于家风的
重要讲话。

此外，基地收集了各级领导关于家风
的重要讲话内容、最美家训、姓氏起源、
经典家风故事、家训书法作品及两程文学
书籍，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华传统文
化元素观念融入家风教育基地当中，通过
查找姓氏起源及家训名人、现场制作自家
家风等生动有趣的活动，让游客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内涵，从中启迪思想、涵养情
操、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树立自己家庭良好家风，自觉接
受廉洁家风教育，积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弘扬社会正能量，以良好的家风带
动民风、社风、党风、政风的持续好转。

依托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今年十一
期间，嵩县还举办了首届程朱理学文化节。
文化节上，程朱理学文化节文艺演出、书画
摄影展、农耕文化展、泥人汪泥塑艺术展、嵩
县全域旅游文化节、嵩县文物展、嵩县脱贫
攻坚成果展、美食文化节、陆浑鱼宴节等13
项活动轮番上演，大批游客在这里观光、游
玩，感受博大精深的程朱理学文化。

活动现场，特色农耕文化展上，嵩县的

农产品琳琅满目，许多外地游客前来咨
询。书画展上，120余幅市县级作品，让游
客们徜徉其中，陶冶情操。而在嵩县泥人
汪泥塑艺术展上，十件惟妙惟肖的作品令
人称绝。在文物展中，从夏商、战国延续至
明清、民国的1100多盏古灯、2000余件陶
瓷文物，展示了嵩县深厚的文化底蕴。嵩
县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平均每天接待参
观者千余人次，家风游成为嵩县这个黄金
周旅游的一大亮点。

基地自 9 月 29 日建成开馆至今，已接
待县内外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中小学生5
万余人次，组织开展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争做中国好少
年”为主题的教育引导活动25场次，受教育
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中小学生共计
16500 余人。11 月 7 日，两程故里家风教
育基地被授予河南省少先队活动课校外活
动基地称号。

十一黄金周虽已落幕，但位于嵩县田
湖镇程村的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里，人
流持续不断，一批批党员干部来到这里参
观学习，感受清廉事迹，接受心灵洗礼，而
从这里传出的向上向善的力量也正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每一名共产党人。

（罗孝民 黄盈盈）

嵩县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成热点

打造文化载体 弘扬优良家风
沿着嵩县县城一路驱车往西，进入了

一条崭新的柏油路，路的两边群山环绕，平
均海拔在700米以上，这就是嵩县南大岭。

“南大岭两头尖，打不着火，吸不着
烟。出门就爬坡，树少石头多。十年有九
旱，吃水比油难。”这是当地人对南大岭的
形容，而南大岭一条岭上 5 个村，有 4 个
都是贫困村。时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
怎么摆脱苦日子，过上新生活，成了南大
岭人和各级干部们最关心的事情。

来到南大岭，放眼望去，过去的荒山被
一片片整齐排列的药田取代；曾经荒无人
烟的山上不时见放牛、放羊人的身影在树
丛中闪过；在各个村子新建的文化广场上，
人们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缺水，是南大岭上各村面临的共同难
题，因为没有水，种不了粮食，大片的坡地
成了荒地。可如今南大岭上的村子找到
了新的路子——种植中药材。

嵩县是河南省十大中药材种植基地
之一，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南大岭上非
常适合中药材种植，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
司对口帮扶岭上的箭洼村，该公司发挥技
术优势，指导村民种植中药材，各村也充
分利用这一优势，纷纷与该公司合作，种
植中药材。现在的南大岭春天连翘花开，
满眼都是耀眼的金色；入夏丹参花开，一
片片紫色的花海惹人醉。“俺们村贫困户
今年种了 435 亩连翘，丹参也种了 70 多
亩，还有 230 亩左右的柴胡，每亩地都能
有几千元的收入，到时候一卖准脱贫。”姜
岭村村支书赵东民兴奋地说。

正说着，便瞅见对面坡上一个羊倌赶
着一群羊往山上走去。绿树林中点点白色

又构成了南大岭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这
是南大岭上的另一个产业——养殖业。现
在南大岭上的蛮峪岭村养殖肉牛150头、
羊200余只，预计能为群众户均增收2000
元以上。后屯村全村养羊 150 只、鸡 320
只。姜岭村贫困户养牛 42 头、羊 30 多
只。养殖业更坚定了南大岭村民的脱贫致
富决心。现在南大岭上的5个村正在争先
恐后进行着脱贫致富比赛。

夜幕降临，公路旁岭尖上的姜岭村文
化活动广场逐渐热闹了起来，村民们唱歌
跳舞，闲话聊天，其乐融融。“现在附近岭
上的群众一到傍晚就陆陆续续来到我们
村文化广场，连县城还有周边乡镇的村民
也都过来了，我们这儿晚上可热闹了。”姜
岭村村民乐滋滋地说。站在广场上远可
眺望县城美景，看云卷云舒、日出日落，近
可观苍翠青山，听闻鸟语花香，这也是南
大岭新兴旅游业的雏形。

南大岭虽说属于山区，但离县城比较
近。各个村共拥有沟岭不下百道，沟中有
水，山上有树，是发展乡村旅游的极佳之
地。其中东洼村的洼里公社已渐成规模，
闲时到山中听听鸟儿歌唱，品品山中土
鸡，蹚蹚沟中小溪，已经逐渐成为城市人
的生活习惯。“俺现在在家门口开农家饭
店，一年也能赚上万元，比出去打工省心
多了。”村民焦喜森说着乐得合不拢嘴。
现在南大岭上的几个村子正在努力探索
发展乡村旅游，为村民脱贫致富创造更大
动力。

又到傍晚，南大岭上文化广场逐渐亮
起灯光，到处回荡的都是幸福的歌声。

（罗孝民 杨泽宇）

嵩县南大岭 脱贫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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