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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窑沟村一样，今年 10 月，汝阳
县第二届稻田音乐节开幕式在三屯镇
东保村富硒稻田内盛大举行，2000亩
富硒稻米进行第一镰收割，真正叫响
了“独稻三屯·汝此幸福”这一乡村旅
游品牌。此次稻田音乐节以“农业+文
旅”融合发展为媒，以旱稻农业田园综
合体为介，实现农耕文化与流行文化
的深度融合。

这场音乐盛宴以稻田为舞台、蓝
天为画布、青山为背景，让人欣赏最优
雅的舞姿，观看最靓丽的时装秀，在乡
村田野间追逐最纯粹的音乐。让艺术
融入乡村，用艺术点亮稻田，是该县在
成功塑造“独稻三屯·汝此幸福”乡村
旅游品牌的基础上，借助东保村高效
农业示范园，探索“农业+文旅”融合发
展的又一次生动实践。这是东保村实

施土地流转，开展集体耕作，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乡村旅

游的有益尝试。举办稻田音乐节，通
过“音乐节+文旅+项目”多维度的形
式，既实现产业文旅深度融合，又提升
特色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展示汝阳
独特的山水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
有效提升了“山水汝阳”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对加快建设现代乡村田园综合
体、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

柏树乡窑沟村的红薯文化节和三
屯镇东保村的稻田音乐节，无不注重
项目建设，基本遵循“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以人为本、完善功能，科学规划、
注重运营，打造精品、树立标杆，突出
特色、培育风情”五个原则，突出体现
了主题定位、规划设计、谋划项目、建
设管理、招商运营、谋划节会、策划活
动、筹措资金、品牌培育、加强宣传等
10个乡村旅游发展重点环节，以乡村
运营的理念为发展引资蓄能。

空心村变身“网红地”

叫响“独稻三屯·汝此幸福”品牌

抓重点 育亮点 夯基础

刚刚结束的洛阳市第十二届红
薯擂台赛暨第四届汝阳红薯文化节
在汝阳县柏树乡窑沟村圆满落幕。
颁奖典礼由该县融媒联合全省县（市）
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全程网络直播，观
看人数超过 80 万，让新晋“网红打卡
地”——汝阳红薯小镇窑沟村再次火
爆全网。

为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柏树乡党委找准发展定位，围绕特色
农产品资源——红薯及周边万亩光
伏、千亩农业大方的景观、吕氏族人的
民俗风情等主体资源，明确了建设红
薯小镇的目标定位、“亲子研学+书画
摄影+乡村美食体验”的功能定位、

“柏薯香”的形象定位，实现了发展定
位实质主体、内在功能、外在表现的
有机统一。

定位确定后，该乡聘请郑州人禾
设计公司精心规划，按照 A 级乡村旅
游示范村和“网红打卡地”的标准和理
念，高起点、高标准设计建设方案。今
年4月初，以窑沟村改造为主的红薯小
镇项目破土动工。该村目前仅有120
口人，且以老年人居多。建设中，窑沟
村没有对28户居民住房大拆大建，而
是因地制宜，注重传统文化、传统村
落、古树名木等的保护开发利用，注重
慢生活、微场景的打造，借助传统文化
赋予每个场景灵魂。如，村内“三尺
巷”，挖掘乡风文明典型，再现了“千里
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邻里和
睦相处的美好场景。

窑沟村在旅游发展目标定位、产
品设计、管理服务、旅游消费等各个方
面，把“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游
客利益、旅游企业利益、当地群众利
益、旅游从业者利益为根本，先后加入
了摄影基地、书画研学、茶吧书吧、陶
吧泥吧等研学体验内容，规划建设了

“柏薯香”特色美食街，使旅游元素和
旅游业态不断丰富、服务功能不断完
善、旅游体验和品质持续提升，不仅使
游客得到物质满足和精神享受，也使
旅游企业、从业者及当地群众在旅游
业发展中增加收入、得到实惠。今年
国庆节假期，窑沟村接待游客超过10
万人次。

立足红薯小镇定位，柏树乡注重
本地品牌塑造，统一注册了乡域农特
产品商标“柏薯香”，全乡统一形象标
识，提高产品辨识度。今年 10 月，柏
树乡政府与广州阿凡提公司签约，进
一步提升电商销售能力，为当地农特
产品打开了销路。柏树乡借洛阳市农
业部门在村内举办红薯擂台赛之机，
承办县红薯文化节，策划话题营销、体
验营销等，成功引流入村。红薯文化
节开幕当天，进入红薯小镇窑沟村“柏
薯香”直播间的人数突破百万，销售

“西瓜红”鲜红薯万余单，销售额突破
30万元。据介绍，年初至今，柏树乡通
过电商直播带货形式，已累计销售红
薯 4000 多万元。随着每天大量的网
络直播者纷至沓来，窑沟村成为名副
其实的“网红打卡地”。

转变旅游发展思路
创新特色乡村旅游

汝阳县开启“全景乡村 全域旅游”旅游发展新模式

汝阳县不断转变旅游发展思路，创新旅游发展模
式，努力构建旅游发展新载体，决定在全县布局13个旅

游特色小镇作为全县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以富民为
导向，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努力发挥乡镇在乡村旅游发展中

的主导作用，使每个乡镇都能够结合本地最具特色的产业、最
具优势的资源，确定一个旅游项目，明确一个发展主题，培育一
个旅游品牌，办好一个主题节会，一业为主、多措并举、多业态
发展，努力形成龙头带动、示范引领、多点支撑、竞相发展的良
好态势，全面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结合集镇建
设，注重用乡村美学理念打造特色小镇，无论是硬件设施建设、
特色风貌改造提升，还是产业培育、旅游要素植入等，都体现出
高水平、高质量，为区域乡村旅游发展树立标杆。

今年以来，汝阳县认真梳
理全县旅游的资源布局、空间布
局、发展优劣势等，提出了南赏花、
北品酒、东龙西湖的全域游，制定了
“全景乡村 全域旅游”总体目标和
“12313”的发展框架，在旅游交通、旅
游资源、旅游政策、旅游形象等方面，
全面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实现资源共
享、线路互通、节庆互动、营销互惠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并把布局13个旅
游特色小镇作为全县乡村旅游发展
的重要抓手，形成龙头带动、示范
引领、多点支撑、竞相发展的良
好态势，全力推动全县乡村旅
游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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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采取项目支撑、品牌引领、龙头带动、市场主体、政府
主导、专班推进、上下联动、严格奖惩的措施，以项目带活景区、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入研究品牌消费时代特点，加大宣传、营
销力度，培育和塑造本土名优旅游品牌。树立发展标杆，实行
示范带动，连点成线、连块成带、集群成链，形成全域发展格
局。积极融入“产、学、研、康、艺、情”现代旅游新要素，不断完
善服务功能，持续提升当地旅游体验和品质，通过对优势产业
和资源的持续打造，使活动贯穿四季，达到显活力、聚人气、塑
品牌的目的，培育出小镇独有的特色和风情。定期对13个旅游
特色小镇建设成效进行评估，对在季度评比中排名前三的乡
镇，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第一名至第三名分别奖励30万、20
万、10万元，并在项目、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

通过2年至3年的努力，该县将建成一批较高质量等级的
旅游特色小镇，使其成为A级景区和“网红打卡地”；成为功能
齐全、宜居宜业宜游的“微度假、微场景、精生活”休闲旅居目的
地；成为全域旅游的亮点、支撑点和龙头，示范引领和带动全县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吴会菊/文 李景堂/图

该县将空间布局概括为12313
即：一心、两区、三园、十三个特色小镇

●一心 以5A级旅游景区为标准，将县城打造成伏牛山旅游集
散休闲中心
●两区 西泰山风景区、前坪龙湖风景区
●三园 恐龙文化公园、杜康文化公园、大虎岭森林体育公园
●十三个特色小镇 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重要抓手，按照

“一镇一特”定位和要求，使13个乡镇都能结合当地特色，各打
造一个主题小镇，对当地乡村旅游发展起到示范作用，带动区
域乡村旅游向全景、全域方向发展

遵循114313工作思路，抓重点、育亮点、夯基础

●一个目标
以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目标。先省级，后国家级

●一个抓手
以A级旅游景区景点、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为抓手

●写好“三篇文章”
写好“山水”文章。立足西泰山、前坪龙湖等山水资源禀

赋，打造好西泰山、前坪龙湖等风景区，展现汝阳绿水青山之
美，擦亮“山水汝阳”名片

写好“杜康”文章。立足酒祖杜康的独特性、唯一性，打造好
杜康造酒遗址公园、杜康酒坊等景点和街区，展现历史悠久、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之美，擦亮“酒祖圣地”名片

写好“恐龙”文章。立足世界之最——巨型汝阳龙，打造好
恐龙遗址公园，揭秘奇幻恐龙世界，展现汝阳远古生物之美，擦
亮“恐龙之乡”名片

●办好“三个节会”杜鹃花节暨炎黄文化节、杜康文化旅游节、
恐龙文化旅游节
●擦亮“三张名片”“山水汝阳”名片、“酒祖圣地”名片、“恐龙之
乡”名片
●打通“三条旅游通道”

▶尧栾西高速至西泰山风景区的南部旅游通道

▶二广高速小店站至县城、前坪龙湖风景区的中部旅游通道

▶宁洛高速汝阳产业集聚区站至大虎岭森林体育公园、杜
康文化公园的北部旅游通道

●建设“十三个特色小镇”

▶绿色工业型1个：内埠工业小镇
▶户外运动型2个：陶营体育小镇、靳村漂流小镇
▶特色景观型4个：付店杜鹃小镇、十八盘梯田小镇、上店

湖滨小镇、王坪锦鸡小镇
▶历史人文型3个：蔡店杜康小镇、城关三国陆驿小镇、刘

店恐龙小镇
▶田园休闲型3个：三屯稻田小镇、柏树红薯小镇、小店甜

瓜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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