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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业百名社长总编信阳行”新闻采风系列报道（下）

5月19日下午至20日，参加中国报旅融合发展信阳峰会暨中国报业百名社长总编信阳行活动的社长、总编、资深媒体
人、旅游界专家在信阳多地采风，进一步践行新闻工作者“走、转、改”。采风团一行先后走进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信阳市博
物馆、平桥区郝堂村、鸡公山、信阳毛尖主产区浉河区浉河港镇、南湾湖等地，了解信阳经济社会发展、品味“红”“绿”相映的
信阳人文自然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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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圆梦里乡愁
本报记者 张子明左丽慧 汤如音

交通的便捷、大都市的兴起，使不少人远
离家乡进入霓虹闪烁的城市，乡村，却成为心
头永不消散的记忆，念念不忘。宜居信阳，山
水之美不在话下，而美丽的乡村，更是一道令
人难忘的风景，走一走、看一看，就可弥补上远
离家乡的淡淡缺憾、圆一份梦里的乡愁。

“中国报业百名社长总编信阳行”活动，就
带着百余位新闻工作者来到了这个享誉全国、
心仪许久的“传说中”的美丽乡村——平桥区
郝堂村。

初夏的郝堂，傍晚金色的光线通透，轻巧
地给每一个人、每一棵树，都镀上了一层金
边。放眼望去，虽小荷才露尖尖角，却已是游
人如织。

游走在郝堂村学校，漫步村头，不时有院
里散发着淡淡炊烟气息，枇杷树上的累累硕果
已压弯枝头……按照自然和谐、生态环保、艺
术人文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建设的乡村，使
得这里呈现的不仅是花草树木的美，更多的是
生态之美。

谁能想到，7年前的郝堂村，几近空心？据
村民回忆，那时山涧的谷地都撂荒着，村民们只
拣水路交通方便的田地种植一季水稻；山上的
板栗熟了，却无人采摘；在村里很难见到年轻
人，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儿童也很少，大部分都
被父母带了出去；只留下空巢老人，如果没什么
变化，或许过不了10年，这个村就没了。

终于，机缘来了。据平桥区五里店街道办
事处负责人介绍，2009年9月初，执着于“三农”
问题研究与实践的李昌平受邀到信阳为当地基
层干部做了一期“平桥区建设新农村先建新金
融”培训会。讲课结束后，时任平桥区区长的王
继军对李昌平的这个理论模式很感兴趣，“那能
不能在信阳做这个实验呢？”当时，信阳已被批复
为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2009年 10月 12日，“郝堂夕阳红养老资
金互助社”正式挂牌成立，多方筹措募集资金
34 万元，当年贷款出去 33 万，涉及养猪、养
鸡、种茶等行业。如今，“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
互助社”已从最初发起的 34 万元发展到了
300万元以上的规模，乡村经济“活”起来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本村人及“外来者”开始关注到
这个村庄的发展。

从 2011年开始，政府陆续引来专家团队
参与郝堂试验，做乡村建设项目的孙君团队便
是其中之一。大家习惯将这位画家设计和改
建民居的过程称为“画房子”。

第一次实施的是被称为“一号院”的试
点。之后，从设计改造方案到拆掉围墙，再到
改内部卫生间、改造楼梯、改造窗子等，孙君做
得非常细致，他甚至亲自挑选了室内的材料、
挂饰，用七八万元的改造费用，不仅完成了建
筑结构、功能改造和室内装修，还完成了庭院
景观和生态系统的重建。

结果，在“一号院”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
已经有六七户人家找到孙君，主动要求改造自
家的房屋了。不得不承认，“一号院”打开了郝
堂村建设的一扇门，也开启了农村观念的改革
之门。

“我很喜欢郝堂村，在这里好像找到了记

忆中的乡村。”漫步村头，偶遇一位外地游客，她
和同伴高兴地骑着自行车，如同孩子般欢欣。

郝堂成为美丽乡村的秘诀是什么？那就
是坚持“乡村味道”：坚持不扒房，只修复，为的
就是“让村庄更像村庄”：尊重自然环境、尊重
村庄肌理、尊重群众意愿，不挖山、不砍树、不
扒房、不填塘；“政府引导，专家参与，村民自
愿，就地改造”的路子，让郝堂逐渐如同去掉雕
饰的璞玉，显露出别具一格的清新之美来，回
归传统，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如今，面积 20.7平方公里，耕地 1970亩，
辖 18个村民组、640户、2385人的郝堂村，先
后荣获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全国“美丽
乡村”、“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生态文化
村”等称号。

“凡是一个村打造成美丽乡村后，这个村
的脱贫就基本没问题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农
民可以搞一些农家乐、家庭旅馆，同时还能把
农产品销售出去。另外，发展旅游还能增加工
作岗位，一个家庭有一个劳动力能正常就业，
这个家庭的脱贫问题就不大了。”信阳市委书
记乔新江坦言，作为河南省贫困县数量最大的
省辖市之一，信阳脱贫攻坚的任务很重，发展
旅游产业，特别是乡村旅游意义重大。“截至目
前，信阳市已累计投入28亿多元，建成了一大
批田园美、生活美的美丽乡村和有地域特色的

传统文化村。”
美丽乡村，是信阳的一张名片，也是信阳

产业扶贫的又一支撑载体。
与郝堂一样享受着“美丽经济”带来成果

的，还有新县西河村。依托西河农耕园合作
社，带领群众进行保护性改造，把破旧衰败的
村庄建成人们体验“乡愁”的乐园，成为全国屈
指可数的11个入选第十四届中国景观村落的
乡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带动全
村和周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当前，信阳市美丽乡村建设花繁果茂，成
绩辉煌：全市共建设美丽乡村 326 个，其中
125个贫困村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乡村旅游
重点村，4个村被确定为中国美丽乡村首批创
建试点，22个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3
个村评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6个村被列
为中国景观村落，郝堂村分别荣获中国最美休
闲乡村和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山水信阳，山好水好。发展乡村旅游，
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挣钱，信阳积极开展的

“美丽乡村”建设，把贫困村庄建成了城市人
体验“乡愁”的乐园，也使得一个个美丽乡村
点缀在大别山间，成为老区脱贫攻坚路上的
别样风景。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大好形势下又输了。上
周日在济南，为保级而战的建业 2∶3输给了鲁能。
输了球，贾秀全有些失望，不过，他对球员们的表现
还是满意的，“球没赢下来，是主教练的责任，好好总
结，争取打好下个主场”。

本轮“鲁豫有约”的首发阵容，贾秀全没什么变
化，尽管5位外援都到了济南，但还是双外援中卫戈
麦斯+萨利赫配上巴索戈，而入选了捷克队名单的
多奇卡尔以及伤愈的哈维尔没有机会出场。尽管开
场 3分钟就丢了球，但建业并未慌张。巴索戈依旧
凶悍，不断碾压鲁能防线，第 32分钟，建业制造混
乱，钟晋宝的射门越过王大雷，可惜被吉尔在门线上
解围；第 44分钟，建业扳平了比分，巴索戈的分球，
钟晋宝插上打穿王大雷小门，扳平了比分。下半场
刚开始 7分钟，还是巴索戈，他制造了一个任意球，
冯卓毅主罚被王大雷扑出，柯钊补射入网。随后，鲁
能加强了攻势，而贾秀全对阵容进行了调整，包括换
下威胁很大的钟晋宝，随后，塔尔德利梅开二度，建
业被逆转。

建业泉城遭绝杀

本报讯（记者 陈凯）日前，郑州市老年人体育
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在市体育局
举行。新一届市老体协将通过“培训+活动”的全
新发展模式，助力我市老年体育的新发展。政协郑
州市委员会原主席李秀奇全票当选新一届郑州市
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

作为老年人参与全民健身等社会活动的重要
组织，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过去几年中有了长
足的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市下辖 15个县
（市）区，189 个乡镇（街道）均成立了老体协组织，
实现了 100%全覆盖；我市老年人的体育健身设施
大大增加，各种竞赛活动频繁举办。在未来，郑州
市老体协还将在开展培训、组织活动、建设场地等
方面全面推进，争取到 2020 年使我市老年人体育
人口达到 75%以上。

“培训+活动”助力
绿城老年体育

本报讯（记者 秦华）端午假期第一天，大石桥办
事处在中亨社区花园广场举办了一场以庆端午和助
力“双迎攻坚”为主题的活动。居民欢聚一堂，聊创
文、包粽子、唱红歌，载歌载舞庆端午，并通过文艺演
出的形式，宣传、推进“双迎攻坚”工作的开展。

今年秋季，郑州将迎来全国文明城市考评验收
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当日的文艺表演中，社区科
普大学学员把我市在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中发
生的真实故事，编排、融入一个个节目中，通过文艺
表演的形式生动展示了“双迎攻坚”给社区带来的改
善。此外，经久不衰的《我爱你中国》《洪湖水浪打
浪》等歌曲，积极向上的《中国梦》《草原的月亮》等团
体舞蹈陆续上演，精彩的演出得到居民的阵阵掌
声。演出过程中，主持人更是把郑州市创文、创卫的
要求，生动地宣讲给社区居民。

文艺演出助力“双迎攻坚”

五彩家园 张成昭摄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曾说过，了解
30多年的中国要去深圳，了解100多年
的中国要去上海，了解 1000 多年的中
国要去北京，了解 3000 多年的中国要
去西安，了解 5000 多年的中国要去河
南、去郑州。

为什么要去河南、去郑州？在那
里，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国家为什么叫中
国，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叫中华民族，我
们为什么骄傲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我们先从几个与郑州有关的故事说起。

第一个故事是“黄帝伟业”，从故事
中知道为什么我们叫炎黄子孙。

我们郑州现辖的一个县级市新郑，
5000 年前称有熊国，是黄帝出生成长
并创立伟业的地方。

“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
的说法，在新郑、在河南乃至更大范围
自古流传，春秋战国时期又衍生出“三
月三，拜轩辕”的活动，每到这一天，华
夏子孙都会来到黄帝出生、创业、立国、
建都的新郑寻根谒祖,唐朝以后逐渐形
成较为严谨的规制，一直绵延至今，从
未中断，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
不息的重要载体和纽带。

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
祖，在中华民族拥有极高的心灵和信仰
地位。我们之所以称炎黄子孙，也是从

轩辕黄帝和炎帝的丰功伟业开始的。
黄帝是中华民族血脉之根，从黄帝

诞生的姓氏，衍生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姓
氏。统计显示，前 100 个中华大姓中，
83个直接起源于河南，98个姓氏的郡
望地在河南，涉及当代华人的 90%。也
就是说，90%的全球华人的姓氏起源与
河南、与郑州有关。

第二个故事是“周公测影”，从故事
中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叫中国、我们
的民族叫中华民族？

3000 多年前，周朝推灭商朝。在
“以中为上”“以中为尊”“王者必居土
中”“居中才能号令四方”的理念下，周
成王派周公姬旦“求地之中”，开始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天文测量。

周公在全国设立了 5个观测点，测
量太阳的影子。当时的人们认为天圆
地方，地球南北长6万里，与八尺长的日
影对照。测量发现，今天郑州管辖的登
封阳城，在地球南北的中心点上，于是
认定这里是天地的中心。“天有心地有
胆，天心地胆在告县”，“天地之中”就这
样蓬勃而出。

从西周时期，人们就把“天地之中”
周围千里之地称为“中国”。出土于西
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把

“来到嵩山地区”称为“宅兹中国”，这是
区位意义上的“中国”一词首次出现在
文献中。

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源起郑州的
“中”为基础，改“大清国”为“中华民
国”，简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中国”以国家的名称响亮世界。

郑州地区以“中”为特征的文明在
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人们
将郑州形成的从来没有中断并“一统天
下”的文明，以郑州所在的“天地之中”
地域冠名，称为中华文明。

在郑州，你可以看到 8000 年的裴
李岗文化、6000年大河村文化、5000年
黄帝史诗、3600年商都文明。因此，郑
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世界历史都
市联盟成员。

第三个故事是“少林文化”，从故事
中我们可以知道，少林文化不简单是指
少林功夫，禅宗祖庭里的宗法传承与中
国传统文化有何渊源？

说起少林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少
林武术。其实，少林文化包含的内容更
为广泛，禅、武、医、艺都在其中。

少林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
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因其历代少林武
僧潜心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而
名扬天下，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
功夫甲天下”之说。

但是作为禅宗初祖达摩面壁、二祖
慧可断臂求法的祖庭，少林寺的禅宗文
化已绵延千余年；少林医学以博大精深
而著称；而少林建筑、书画、音乐艺术更
是源远流长，是佛教艺术的一朵奇葩。

另外少林的宗法传承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延伸。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
宗的形成和发展既受到中国道家、儒家
思想的影响，反过来也为道家、儒家思
想提供了新的思想源泉和发展动力，使
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文化）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经 700余年，少林寺一直延续着
宗法传承制度，在功夫传承上，也沿袭
着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正是这些宗法
制度的传承，使得少林寺的法脉传承充
满生命力，延续至今，蔚然无碍。

少林文化是历史积淀形成的多元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全
人类共有的遗产，要将其保持下来、传
播开去。

当下，少林文化不断丰富、发扬，一
直延续至今。少林文化“走出去”，正是
源自这一初衷。

第四个故事是“铁路心脏”与“中心
城市”，从故事中知道中国铁路是如何
勃兴的，郑州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是如
何形成的？

与悠久厚重的历史相呼应，现代郑
州的崛起源于铁路的兴建。

1885年，清政府着手发展铁路，时
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天津关道盛宣怀提
议，首先修建从卢沟桥经河南到汉口的
铁路，并在奏折中建议将渡黄河的桥址
选在今天郑州的“邙山头”。

1906年，卢汉铁路通车，郑州成为
车站。1909年，汴洛铁路竣工，也经过
郑州。就这样，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个黄
金十字架在郑州形成，郑州也被称为中
国“铁路心脏”。近年来，郑州又成为国

内高铁唯一一个十字交会点。这种普
铁、高铁“双十字”枢纽的地位，在国内
绝无仅有。随着郑合（合肥）、郑万（重
庆）、郑太（太原）、郑济（济南）高铁的开
工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速
铁路网初步成型。

郑州地处中国“两横三纵”城镇化
战略格局中陆桥通道和京哈京广通道
交会处，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以郑州为
中心，500公里半径覆盖中国近三分之
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 GDP，1000 公
里半径覆盖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和
GDP，2000 公里半径覆盖中国 90%以
上的人口和GDP。

郑州正着力打造辐射全国、连通世
界、服务全球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郑
州机场已开通客运航线186条、国际货运
航线36条，2016年旅客吞吐量达到2076
万人次，居国内机场第15位，完成货邮吞
吐量45.7万吨，居国内机场第7位，客、货
运增速均居全国大型机场前列。

2016年底，国务院批复的《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和《中原城市
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这标志着郑州正式列入为
数不多的国家中心城市，进入我国城镇
规划体系的塔尖层级。这是对郑州历史
底蕴、区位优势和发展实力的充分肯定，
是对郑州在更大范围发挥更大引领带动
作用的期盼和支持，助推郑州迈上了加
速发展、提升发展的新高度。

第五个故事是“智能手机”，从故事
中知道郑州不仅仅有历史、有交通，更
有高大上的现代产业。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谁用的是
苹果手机？

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苹果手机
虽然设计在美国或其他地方，但主要加
工地在河南、在郑州。现在市面上畅销
的苹果 7，全部是郑州加工组装的。
2016年郑州的 iPhone等智能手机产量
2.6 亿部，约占全球的七分之一。也就
是说，全球每 7部智能手机中，就有1部
产自郑州。

包括智能手机制造业在内，郑州构
建了以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现
代金融商贸物流、文化创意旅游、都市
生态农业“五大战略产业”为特征的现

代产业体系。
汽车产量达到 62.5万辆，宇通客车

是世界上最大的客车生产基地；以“三
全”和“思念”为代表的郑州速冻食品业
是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市场
占有率达 60%以上。郑州现代服务业
发展迅速，郑州商品交易所是中国三大
期货交易所之一，“郑州价格”一直是世
界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指导价格，郑东新
区金融集聚核心功能区入驻金融机构
288家，初步建成国家区域性金融中心；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每年举办国际性、全
国性大型展会上百次，2016年郑州举办
经贸类展会数量仅次于北、上、广之后
位居全国城市第4位。

第六个故事是“买全球、卖全球”，
从故事中知道，现在的郑州在国家战略
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影响，未来郑州将
又走向哪里？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郑州，
寄语郑州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
迈进，希望郑州国际陆港建成连通境内
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做贡献。

郑州不仅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还是多个国家战略的承接和实施
地。郑州是国家批复的国家综合交通枢
纽示范城市、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是中
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核心城市，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国务院批复的首个
以航空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功能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是中国中部
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2016年完成进出
口总值 3161 亿元，跃居全国综合保税
区第一位；郑州拥有航空、铁路2个国家

一类口岸，邮政、汽车、肉类、水果、冰鲜
水产品、活牛、粮食、药品等十大特种商
品口岸投入运营或加快建设，郑州已成
为全国功能性口岸最多的内陆城市。
开通郑州—德国汉堡的郑欧班列，目前
已累计开行 500多班，国外集疏分拨网
络覆盖欧洲和中亚 20个国家的 105个
城市。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打通“买全球、卖全球”
的跨境贸易走廊，进口商品来自全球40
个国家、出口商品发往125个国家。

如今的郑州，辖6区 5市 1县及 4个
开发区，全市总面积 7446平方公里，总
人口956.9万人，城镇化率69.9%。2016
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7994.2亿元，地方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11.2亿元，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15600亿元，进
出口总值完成 546.4亿美元，在全国 27
个省会城市中分别位居第 7、6、2、4位，
城市竞争力在全国位居第16位。

如果说 20 世纪是国家的时代，那
么 21世纪就是城市的时代。厚重的历
史哺育了郑州的过去，时代的风潮催
生着郑州的未来。郑州市将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
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为总目标，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努力
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郑州正在向国家中心城市、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和商都历史文化区行进，我们
有理由期待：国际化的郑州，不再是内
陆的郑州。郑州，不仅是河南的郑州，
更是中国的郑州。

希望大家走进郑州、了解郑州、认
识郑州、参与郑州、设计郑州。

中国之源 铁路之心 中心之城

田园如画 张成昭摄

29日，“又见名城”——中国
城市品牌合作论坛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拉开序幕，郑州受邀讲述
“城市品牌故事”，以《中国之源铁
路之心 中心之城》为主题作城市
推介，动情讲述了“黄帝伟业”“周
公测影”“姓氏起源”“中心城市”
“铁路心脏”“智能手机”“买全球、
卖全球”“少林文化”等通俗易懂
的故事，串联起郑州的历史、现在
与未来，清晰地展现郑州的发展
脉络和城市亮点。与会人员通过
这些故事认识了郑州、读懂了郑
州、理解了郑州，表示愿意走进郑
州、参与郑州、设计郑州。本报今
日全文刊登推介文章以飨读者。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