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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时和昌

走进宛西制药这一生产中药的天

地，宽阔的厂区、整洁的车间映入眼

帘，展现了一个现代化企业的美好形

象。先进的信息技术管理，标准的质

量规范，严谨科学的操作，积极的市场

开发，完善的市场服务，开拓进取的创

业精神，使宛西制药持续、健康发展，

形成独特的品牌、资源、剂型、包装等

综合优势，企业的发展充满生机。

30年创业的历程，宛西制药由35

万元起家，逐渐发展成为拥有总资产

15亿元，控股15家子公司，拥有“仲

景”“月月舒”“飞龙”三大中国驰名商

标，涉及中药制药、妇女卫生用品、医

药零售连锁、房地产开发、汽车配件、

药用包装、中药饮片生产加工等七大

产业，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集团式

企业。

宛西制药集团的创业者们没有满

足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立志不但要

把企业做大做强，还要把企业做深做

精。他们挖掘整理张仲景中医药文

化，整合张仲景文化资源，以仲景文化

为核心，建成以仲景中医药文化传播

基地、中成药加工制造基地、绿色中药

材基地为主的工业旅游项目。

记者在文化广场边走边看:富丽

堂皇的仲景会馆，依山势而建，是宛西

制药精心建造的五星级国际会馆，同

时也是企业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里

面设有多功能会议厅和宛药的中成药

产品展台，以及拥有1300多种伏牛山

地道的中药材标本展室。顺山而上，

一路植物满园，五彩缤纷。

宛西制药的相关人员一一介绍着

满山的中药材植物，令人大开眼界、受

益匪浅。以“仲景之光”紫铜浮雕墙、

仲景文化广场、仲景会馆、仲景雕像、

张仲景大药房为主的这个中医药文化

传播基地，充分展示了厚重的中医药

历史文化。“仲景之光”紫铜浮雕墙，以

紫铜为原料，用汉画的风格，雕刻出

“医圣”张仲景一生求医著书、坐堂行

医、悬壶济世的光辉人生历程。仲景

文化广场里，芳草如碧，喷泉林立，敬

立了以张仲景为首的中国古代十大名

医的花岗岩雕像及文化列柱，生动再

现了十大名医济世行医的场面。山顶

是18米高的仲景雕像，矗立在高高的

医圣山上，他面向东方，手拿山茱萸，

腰系药葫芦，宛如正在伏牛群山中采

药行医，这里也是游客祭拜张仲景、祈

求平安的重要场所。位于医圣山下的

张仲景大药房集购物、游览、休闲为一

体，分旅游纪念品展区、成品药展区、

仲景中医药文化展区、仲景养生坊等，

在那里可以购买到宛药的主打产品

“六味地黄丸”“逍遥丸”以及仲景纪念

像章等旅游纪念品……

小香菇走进大世界

2019年8月26日，河南省委书记

王国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对西峡

香菇出口给予赞赏，他说:“南阳西峡的

香菇通过搭乘电商快车，出口遍及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创汇达到53亿美

元，可以说小香菇也能撑起一片天。”

记者来到西峡双龙镇探访，走进

双龙工业园里的伏牛山百菌园公司。

这是一家集研发、生产、种植、加工、销

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公司。在

这里，食用菌从接种到生产全部实现

了工业化，年生产菌棒达到800万棒、

优质菌种300万斤，加工销售有机鲜

菇5000吨、干菇1000吨，年产值1.3

亿元。公司打造了中华香菇网，开办

网店114家，培训学员1800余人，周

边3个乡镇1000余名贫困村民靠香

菇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谈到西峡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愿景

与规划，县委书记胸有成竹地说，下一

步将围绕产业发展的“西峡方案”，实

施产业转型升级的“158”工程，以组建

“西峡香菇集团”龙头企业为核心，以

“五大平台”建设为重点，以“八大园

区”建设为抓手，以“提高科研水平，实

现制棒现代化，加快龙头建设，弘扬菌

菇文化”为突破口，以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为推手，打造国际香菇的“研

发中心、集散中心、价格制造中心、品

牌形成中心”，实现西峡香菇产业持

续、高效发展的核心利益。

目前，这里的“三大产业”综合产

值51.5亿元，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60%来自“果、药、菌”产业。

西峡工业在创新中发展壮大

抱着极大的兴趣，我们来到龙成

集团下属的汉冶特钢公司参观。

高大的厂房，流火的车间，炼钢炉

倾泻出岩浆般的铁水映红了整个车

间，轧钢机吞吐出来红彤彤的巨块钢

锭在传达带上飞奔而来……使人看到

了现代化重工业的辉煌。

如今，龙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

有特种钢铁.铁矿资源,机械制造、冶

金材料、重钢结构、汽车电子、旅游等

10个子公司，近9000名职工的企业

集团，跃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

旗下的这家汉冶特钢厂已经形成了集

采矿、烧结、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

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

为碳素钢系列、合金钢系列、管线钢、

耐候钢等，填补了国内空白。

从创业之日起，龙成的创业者们

从不敢懈怠，始终把创新作为企业发

展的动力，持之以恒地在科技技术、新

产品研发、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上努力

拼搏。始终秉承“诚信为本、绩效为

上、创新为力”的基本理念，紧紧围绕

“一个核心、五个关键点”，坚定不移地

推行差异化、低成本、先进性战略，埋

头苦干，立足铁矿资源，发展特殊钢

铁，横跨机械制造、冶金材料、煤高效

应用、工程技术、钢结构、国际贸易、旅

游等多领域。其下辖汉冶特钢、龙成

特种材料、龙成冶金材料、龙成重型钢

结构、龙成煤高效应用、汉龙贸易、西

峡恐龙遗迹园旅游等七家全资法人企

业和许昌矿业、西峡龙潭沟旅游开发

两家控股企业。

龙成公司推进低成本战略和差异

化战略，以打造世界顶尖级宽厚板生

产基地为战略目标，以钢铁为主业，

以矿资源为依托，实现结晶器铜板国

际一流，继续做精做专做强结晶器

保护渣，积极探索节能降耗综合利用

工艺，发展工程技术和钢结构产业，发

展消费类产品和旅游产业，形成了相

关多元化产业。

西峡县县长认为，工业是西峡经

济社会发展的命脉，尽管西峡远离大

城市，没有大型城市依托，远离重要资

源区，没有重大矿产品支撑，又不是国

家级贫困县，没有受到国家的大力扶

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西峡经济却

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一批

企业家的艰苦创业，企业家们带动了

企业发展，企业带动了产业发展，产业

带动了县域经济发展。

谈到下一步工业发展，他说，西峡

县围绕特色资源、特色产业，积极实施

招商引资。突出引“大”，盯住世界

500强、国内500强、民营100强及行

业领军企业，积极寻求合作商机；突出

引“优”，大力引进优势产品，着力引进

核心技术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突

出引“新”，重点引进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制造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为西峡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文脉熔铸乡村振兴精魂

走进二郎坪镇宽敞整洁的街道，

美丽的山区小镇使人耳目一新。最醒

目的还是小镇的新区有德行大道、德

育广场和德善教堂三个主题区域。德

行大道区依托全国学雷锋标兵姬海潮，

河南好人靳花菊、宋红军的三组真人

生活情景雕塑为起点，把人们引向好

人好事馆的核心区——德善殿堂。好

人好事馆里所呈现的187名“二郎坪

好人”事迹，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

感人大事，也没有豪言壮语，“都是老

百姓身边的人，都是老百姓身边发生

的事。”但只要仔细看过，你的内心一

定会有几多感悟、几多震撼……一个

普通的村民，几十年如一日赡养四位

老人和瘫痪的弟弟;一个农村妇女再

次组织家庭，却背着原来的婆婆出嫁;

最美的乡村女教师坚守深山32年……

感人的事迹就发生在村民的身边，看

得见也摸得着。正是身边的这些好人

好事，让榜样人物显得这么真切。

“好人好事馆”教育引导当地群众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做法，是西峡县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植入“人文元

素”的一个缩影。

培育“草根典型”，让身边人推荐

“活雷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聚焦

身边感动，是新时代发现和培育典型

的新特点。不搞脱离普通老百姓，一

味“高大上”的“英模人物”培育与包

装，而是本着“可亲可敬，能学能做”的

原则，让学雷锋的好传统回归，深入开

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主题

实践活动，发掘好人好事，褒奖凡人善

举，弘扬社会正气，让群众在发现典

型、推荐典型的过程中学习典型、成为

典型，形成争先创优、比学赶超的生动

局面。抓住每年妇女节、护士节、教师

节、重阳节等重要节点，持续开展“好

婆媳”“文明家庭”“最美医生”“最美乡

村教师”“十大孝子”等评选表彰，在全

县营造好人有好报、人人当好人的浓

厚氛围。

这是西峡县启动“文化大县”建

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一部分。西

峡地处豫鄂陕三省边缘接合部，是古

秦楚交汇地带，秦风楚韵给这里留下

了深远的影响。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

文化资源，先后整理出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西坪民歌”以及独具特色的丁

河高抬、米坪“靠山红”、回车“蛤蟆

嗡”、寨根“彩云舞”、桑坪“板凳龙”等

一大批地方民间文艺。

唱起来，跳起来，练起来，乐起

来。如今的西峡，广泛开展“文学艺术

下乡”“舞台艺术送农民”等群众性文

化活动，富起来的老百姓在家门口享

受文化大餐已成常态。西峡县艺术

团、峡口农民曲剧团、太平镇农民剧团

等演出团体经常性开展“送戏下乡”专

场演出、红色文艺轻骑兵基层巡演活

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作为第三批

河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单位，该县瞄准打造全省区域性文化

高地，已建成112个村级文化大院和

55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

全县19个乡镇办事处均建有乡镇综

合文化站，299个行政村、社区全部建

起文化活动室或文化大院，农村数字

电影放映、农家书屋覆盖率均达

100%。全年文艺赛事接连不断，仅群

众自发组织的广场舞队就有200多

支，参与人数多达3万多人。

西峡县以文化“扶智”激活致富因

子，从思想深处激励人们脱贫致富、干

事创业的决心。

全域旅游启新篇

早在2016年2月，西峡被列入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首批创建单位，县委

县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实施了一揽子

的新举措，集中全县旅游资源，通盘考

虑相互结合，推出了一系列创新行动。

“旅游+农业”。大力发展现代休

闲农业，依托山林经济和特色种养，开

发猕猴桃、香菇等旅游商品，促进农旅

融合。全县推出了陈河坡花海果香、

黄狮和黄营猕猴桃、孙沟杏李、栗坪山

茱萸等农业观光园，并加快与优势产

业融合。

“旅游+文化”。深入挖掘恐龙文

化、重阳文化、屈原文化、老子文化等，

大力开发具有西峡特色、展现文化底

蕴的旅游产品，加快文旅互动。

“旅游+工业”。建成仲景宛西制

药现代化生产线、医圣山百草园和仲

景大厨房等工业旅游项目。

“旅游+体育”。开展登山、自行

车、漂流、攀岩等体育旅游主题活动，

发展健身休闲业，加快体旅融合发

展。建设了鹳河游览区、白羽公园、文

体中心、鹳河漂流、老界岭滑雪场等涉

旅健身项目。

与此同时，西峡县还注重把旅游

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成功创建中国

特色小镇1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2个，全国美丽宜居小镇、美丽宜居

村庄和美丽宜居示范村各1个，实现

了由旅游内循环向“旅游+”融合发展

转变，同步加快与城镇建设融合。

太平镇是西峡深山区，旅游资源

非常丰富。西峡县紧抓太平镇特色小

镇规划建设，以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太

平镇为引领，开展旅游特色小镇创建

活动，打造了一批特色旅游名镇:太平

养生度假小镇、丁河猕猴桃风情小镇、

老君洞中原养生小镇，催生新业态、新

模式，提高旅游产品的供给质量，培育

旅游投资、消费新热点。

西峡在旅游事业的创新中还注重

激发企业主体性投入，坚持走企业化、

市场化的旅游开发路子，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进入旅游领域。目前，全县景区、

饭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全部由民营企

业或个人作为投资主体开发建设。

2019 年 11 月 5日，河南省旅游

局、西峡县人民政府与中唐空铁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西峡大力支

持中唐空铁集团打造一体化的交通体

系，构建交通、旅游发展新格局。

旅游已成为西峡县支柱产业，西

峡县的决策者们没有懈怠，按照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对照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要求，布局西峡旅游全新的

未来——

加快与周边景区融合。以老界岭

为支点，依托栾西高速建设，优化要素

配置，推动交通互联互通，加快与周边

知名景区对接。将现有旅游景区与周

边100公里~200公里内的少林寺、龙

门石窟、云台山、老君山等全省著名旅

游景区联合，做成旅游终端产品，形成

旅游大环线，打造旅游目的地。把西

峡的全域旅游大资源整合融入、对接

周边乃至全国旅游的大市场，差异互

补，一体发展。投入1.6亿元，实施改

造建设工程，打造百公里旅游画廊，全

面塑造和刷新了西峡旅游品牌形象，

不断增强“避暑养生地，南阳老界岭”

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辐射力。

“美丽西峡”芳容初现

西峡在整合全域旅游资源，对接

外界大环线的同时，围绕“仲景医圣文

化”整合利用现有旅游服务中心、宛西

制药工业旅游区和石门湖等资源，完

善中心城区旅游服务体系和公共休闲

功能，提升康养服务功能，建设辐射全

域的康养服务及娱乐游憩中心；以宛

西制药为基础，完善医药共融的健康

服务业态，构建健康服务基地；以白羽

古镇为核心，布局餐饮休闲业态，打造

辐射西峡全域的旅游综合集散服务中

心；以寺山森林公园为中心，提升森林

游憩功能，打造生态RBD；以石门湖

为核心，在环境保护基础上，适度提升

滨水休闲娱乐功能，建设国民休闲公

园；同时对城区现有休闲公园进行运

动设备补充和康养文化注入，构建覆

盖城区全域的健身绿地系统；以“仲景

医圣文化”为主题，全面提升城区景观

环境，升级城区亮化工程，打造日夜皆

美的魅力西峡。

依托山水、乡村、田园等景观类型

多样，通过文化主题塑造、服务设施完

善、交通环境治理、景观品质提升、安

全 隐 患 整 治 等 方 式 打 造 G208—

G345—G312“黄金自驾环线”，开发

自驾产品，为游客提供舒适、便捷、优

美的全域自驾服务。

加快“老界岭”山地养生度假区、

“恐龙山乡”文化创意体验区、“景醉重

阳”生态田园休闲区建设。在“山地养

生”的统一定位下，对北部山区景区的

经营权进行整合，突破现有体制发展

限制。以老界岭国家旅游度假区和龙

潭沟—老君洞5A级景区创建为抓手，

对北部山区重点景区和旅游乡镇进行

全面整合提升，进一步丰富养生度假

业态和中医药观光体验业态，完善山

地养生度假体验链条，打造集景区、

特色小镇、旅游村落、风情民宿、养老

基地等于一体的山地养生度假片区，

推动区域旅游观光功能向康养度假

转型。以“恐龙遗迹园”为核心，以文

化创意为灵魂，整合区域内文化、田

园、乡村、工业等相关资源，结合丹水

工业园承载的产业基础，打造集地质

科普、文化体验、创意农业、文创展

示、文旅融合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创

意体验区；综合利用本区域猕猴桃生

态农业、香菇种植产业和优美的山水

田园风光，以“重阳文化”深度开发为

核心，结合乡镇特色，完善服务体系，

丰富体验业态，全方位凸显“生态田

园·健康休闲”主题，打造集田园度

假、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健康食品生

产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田园休闲

片区。

一个以生态山水为主要特征，以

避暑养生为特色主题，以全域旅游为

重要支撑的“美丽西峡”芳容初现。西

峡，在伏牛山中，在中原大地，正全力

以赴描绘着全域旅游发展的精彩

篇章！

以特色产业为抓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以特色产业为抓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河南西峡创新引领发展纪实

色彩斑斓的山乡集镇 封 德 摄山茱萸成了药农“摇钱树” 陈 飞 摄

水墨龙乡赛仙境 朱营生 摄

有机种植致富果 崔培林 摄

南水北调源头生态大观 方先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