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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王堂村
位于宝丰县城西北部，全村130户460余口
人，曾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
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省家风
家教示范基地、河南省文明村（镇）等

称号。7 月 5 日，记者一行驱车来
到王堂村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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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黛瓦的传统民居错落有
致，房前屋后树影婆娑，千余米的
小溪蜿蜒贯穿整个村落。走在王
堂村干净整洁的村道上，青竹篱
笆、石碾小品、荷花池以及不时出
现的连片墙绘都让人眼前一亮。

“这里原来是一个坑，里面扔
着垃圾、长着荒草，后来村里在此
修了荷花池，建了石桥。”54岁的
王景云说，村民家里的石碾、辘轳

也摆了出来，成了一景，“以前俺
羡慕城里人的生活，现在可多城
里人羡慕俺的生活，他们经常到
俺村游玩。”

距荷花池不远处，还有游园
和文化广场，里面鹅卵石铺路，假
山、草地、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大
屏幕电视等应有尽有。

据王堂村党支部书记杨淑英
介绍，2016年，该村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契机，组织党员干部对全村
进行净化、绿化和美化。扩宽、硬
化入村道路，生态绿化补种，美化
房前屋后及田间小路，利用龙泉
寺水库自然水系贯穿全村的优势
打造荷塘月色主题广场，修建大
戏台、公厕、凉亭、小游园、绘制墙
体彩绘等，并通过村规民约、奖惩
机制，让守护美丽家园的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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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堂村环境好了，游客多了，
村民收入也增加了。

当天，杨占国家的小院人来
人往。木头和老瓦做的大门，土
坯瓦房改造的房屋，配上亭子和
水池，古朴中透着雅致。虽不是
周末，但院内坐满了慕名而来的
客人。“环境美，菜味鲜，就像是回
到了老家。”一位来自市区的游客
称赞道。

杨占国说，他以前在外创
业，2016年，在杨淑英的帮助下，
他回村开了农家乐，“没想到生

意这么好”。
离杨占国的农家乐不远处，

是一鸣书居，里面有明月、听雨、
花重、疏影4间民宿。绿树掩映、
竹墙引路、荷花相伴，敞开式的
厨房、别致的书架，游客可以在
此歇脚、看书，也可自带食材做
饭。

“民宿既要接地气，又
要有特色，毕竟人们都喜
欢有故事的地方。”杨
淑英说，为了发展集体
经济，村里不仅

建起了民宿，还引进了多肉花园、
鼎丰农趣谷、杂粮面粉厂等项目，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此外，
村里还注册成立了王堂村股份经
济合作联合社，采取土地经营权入
股的模式，将村民的土地集中起来
进行流转。土地流转收益加上做
小生意、务工等收入，使村
民的荷包鼓了起来。

村民增收有“密码”

“以前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
家人……”7月5日，在王堂村幸福
苑里，不断传出歌声和笑声，30多
位村民正在跳广场舞。跳累了，大
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还有志
愿者带领大家读《弟子规》《朱柏庐
治家格言》等。

“好几年没回来了，没想到村
子变化这么大。”66岁的陈从说，
两个儿子在外地上班，为照看孙
子，几年前她和老伴搬去与儿子同
住，今年春节才回村，“村子变美
了，文化活动也多了。逢年过节，
村里还组织大家吃大锅饭，一起唱

歌、跳舞，特别热闹。隔三岔五大
戏台上会唱戏，每月还放映一次电
影，感觉很幸福。”

“没上过学，以前也不爱摸
书。听了几次家风家教课后，感觉
真的有用。”71岁的程雪桥说，她老
伴脾气不好，爱骂人、摔东西，这些
年两人没少吵架。后来村里组织
上家风家教课，老师告诉他们要学
会换位思考，“前几天，因为一点小
事，老伴又开始高声叫嚷，我赶紧
认错，结果老伴不叫嚷了，还主动
给我道歉，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
的。”

“书籍是有能量的，现在我也
感受到了。”52岁的陈淑娟说，听
老师领读《弟子规》等书后，她的思
想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以前和
长辈相处总感觉隔着一层纸，现在
孝敬他们完全出自本心。”

据杨淑英介绍，近年来，村里
修建了村史馆、村史墙，提档升级
幸福苑，打造王堂村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还聘请专业老师每周为村
民上家风家教课，让孝善文化在村
里落地生根，用“微孝”理念丰富美
丽乡村的内涵，让老年人老有所
学、老有学乐、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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