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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县夹河乡姜庄村，紧挨黄河，是个落河村，
以前洪涝频发，大量耕地村宅塌陷于河。上世纪六十
年代，村民陆续由堤东老村庄迁至堤西，老村大量房
子闲置，现夯土墙老民房百余处，只有几户留守老人
居住， 成为当地保存相对完好的千年传统黄河古村
落。

近年来，台前县抢抓中石油对口帮扶的机遇，和
中石油、 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谋划了姜庄黄河古村
落民宿小镇乡村旅游扶贫项目， 发展定位为依偎黄
河、田林纵横、鸟语花香、瓜果飘香、古风新韵、亲自
体验、安居乐业，不破坏古村的整体布局，展现原生
态风景和原真性人文生活方式下的美丽乡村新内

涵、新形象。
7 月 12 日，记者到姜庄村探访。 只见这里绿树

拥抱，花草匝地，凉风习习，清新润泽，一条条宽宽窄
窄的小巷、一栋栋夯土房老院落尽收眼底。虽然看着
都是建在高台上的土房子，但其实外土内洋，这些土
房子在改造设计上都很考究，篱笆墙院落，厚重的木
门，冬暖夏凉的夯土墙，散发着祖屋的味道，一草一
木，物件家什，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将人们
带回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岁月。

这里依偎黄河，东望群山连绵，古村、古道、古
树、古渡口，与周围的万木葱茏、鸟语花香融为一体。
远离城市的喧闹,回到泥土的芬芳里,藏身于静谧安
详的私享空间，仿佛走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这里还是黄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 黄河文
化与运河文化、中原文化与齐鲁文化交织相融，文化
底蕴深厚。明朝景泰三年，官员徐有贞受命在此处治
理黄河水患，保存了镇河神兽、治黄碑刻等大运河遗
址遗物。 乡村的各种民俗节庆、工艺美术、民间建
筑、民间文艺、婚俗禁忌、趣事传说等，赋予这里深
厚的文化底蕴。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中国扶贫基金会
姜庄黄河古村落乡村旅游扶贫发展项目部负责同

志曹启广说，项目部组建了专家团队，进行高起点
规划设计，让群众参与规划讨论，结合姜庄村整体
规划设计，重点打造以人工修筑的黄河大堤和贯穿
全村的主干路为“双轴”、以北姜新村、古村住宿休
闲区和自然亲子教育区为“三区”、以顺应黄河大堤
与黄河河岸线布置的黄河景观为“一带”的“双轴三
区一带”，让传统古村落变得更美更潮，成为传统村
落的示范。

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 该项目围绕“一水、
两长廊、三厅、四街、十园”的设计，首期对 10 栋老
民房院落、3 套公共建筑、街巷和配套景观进行了一
系列改造，修建了枣园、榆钱园、望椿园、古渡园、槐

花园、梧桐园、锦葵园、丹若园、杨林园、桑梓园等十
大景观，主题鲜明、风格各异，将传统的黄河村落生
活和现代的民宿体验相融， 又注重凸显村庄自身文
化元素，顺乎自然，追求古朴、真实，重现黄河古村落
的美丽。

眼下，姜庄黄河古村落民宿小镇开门迎客，前来
参观体验的客人络绎不绝。

“我们的姜庄老村成了‘网红村庄’，四面八方的
游客都来这里参观游玩。 真没想到荒凉老村变成了
宝地！ ”正在这里务工的村民陈海青一席话说出了大
伙内心的喜悦。

“发展乡村旅游的目的在于带动当地村民脱贫
致富。 ”中石油驻姜庄村第一书记季俊田说。 中石油
采取委托第三方运营，让村民以合作社形式，参与村
集体资产入股分红，纯利润的 35%归第三方，纯利润
的 65%由合作社支配。 在合作社的利润分配上，50%
用于给全体村民分红 ，30%用于合作社发展基金 ，
10%用于乡村公共事业或帮扶弱势群体，10%作为公
益传导基金，捐赠给扶贫基金会用于帮扶其他乡村。

“用好一个小项目，拉动一方经济。 乡村旅游产
业是朝阳产业，其作用不可小觑。 ”台前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成永飞胸有成竹地说。 台前县将借助中石
油对口帮扶、特色产业、文化资源等优势，以姜庄民
宿为基点，以点带面，融合采摘、观光、农耕、特色饮
食、文化旅游等产业项目，让传统老粗布、黄河泥塑、
插画、磨坊、小磨豆腐、琉璃丸子等一批老手艺和传
统名品重新复活， 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正体验到住
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收获农产品、参与民间
传统节庆活动、享农家乐为内容的黄河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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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小镇临河而建。

民宿干净卫生。

临窗而望，美不胜收。

现代化的客厅。

民宿小院。

隐藏在深闺中的新潮老屋。。 公共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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