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源 ”的生态 ，是裴庄村做
活“桃经济”的望台。

“桃树浑身都是宝”。 赏了桃
花、吃了桃子，桃木自然也有它的
用处。在裴庄村“天工开物”馆，一
件件桃木工艺品吸引眼球， 桃木
梳 、桃木剑 、桃如意……“总把新
桃换旧符” 的古老诗句为桃木产
品增加了文化与传承色彩， 也成
为裴庄村赠给游客能带回家的一

缕桃香。在生态产业链上，除了颇
具文化气息的桃木工艺品， 裴庄
村还与周口宏宽生物质燃料有限

公司绑定，实现废弃桃枝深加工，
带动 260 户农户 ， 户均增收 1.8
万元。

不仅桃木能变废为宝， 桃花
也是。 2012 年嫁到西华的云南姑
娘李成雪出自采茶世家，她每次看
到被剪掉桃枝上的桃花都心疼不

已经过数年思索与研发，今年李成
雪终于把桃花与滇茶相结合做出

“桃花茶”，为裴庄村的生态产业增
添了新图景。

作为“中国美丽田园”“国家级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 裴庄村紧抓以
桃树种植、休闲观光、生态旅游为
主导产业，同步发展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 辐射带动葡萄、 小西果、草
莓、 桑葚等特色种植以及金蝉、桃
胶等农产品品牌的培育，直接带动
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进
一步完善桃花源生态观光风景区

道路、游客服务中心、循环水系、雨
污水管网 、公厕 、观景台 、光电亮
化、桃花岛、坑塘改造、博物馆、民
宿、农家乐、学研基地等配套设施
建设，积极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

相约桃源，放飞梦想，美丽乡
村变身“美好经济”。 裴庄村在巩

固原有农特产品产业的基础上，引
入体验式、娱乐式、互动式的多元
业态，精心打造“一园、一岛、一河、
一村、一中心”的文旅布局，以花为
媒，以节会友，在促进文旅文创事
业发展的同时， 做到文化搭台、经
贸唱戏。

桃花香里说丰年，产业兴旺人
安乐，裴庄村未来可期！ ②18

桃香飘时
生态产业啼新声

聚焦西华桃花节系列报道之四

桃花香里说丰年
□记者 乔小纳 张猛

产业形态丰富 ，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

4 月份，春燕归来，
西华县黄桥乡裴庄村的

桃花又迎来盛放期。“桃
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
于归， 宜其室家。 ”《诗
经·南周·桃夭》 中的这
句诗用来形容桃花云中

的裴庄村恰如其分。 作
为河南省连片种植规模

最大、 品种最多的桃树
种植基地， 作为西华桃
花源生态风 景 区 （3A
级） 所在地，2.1 万亩的
灼灼桃花构成吸引游客

纷至沓来的景观经济 、
有志青年热心返乡的产

业舞台， 为裴庄村带来
可观收益。

从桃花开到桃子

结，裴庄村抢抓打造“沙
颍河生态文化旅游带 ”
的契机， 围绕 “一颗桃
树” 形成了相对完善的
产业链， 在颍河岸边塑
造了乡村振兴的范本。

桃花开时 文旅产业崭露头角
桃花的美好 ，是裴庄村写下 “桃

文章”的第一笔。
自 2003 年举办首届桃花节以

来 ， 西华县委 、 县政府和黄桥乡党
委 、 乡政府在裴庄村依托 “万亩桃
源 ” 的视觉盛宴 ， 共举办了 19 届
（2021 年因疫情原因停办 ）， 文旅产
业品牌效益逐渐显现 。 裴庄村积极
推广 “休闲农业+农户 ”联农带农模
式 ，针对 “空心房 ”老旧房屋较多的
现状 ，开展资产清查 ，统一收归村集
体所有 ，改造成博物馆 、民俗馆 、农
家乐 、 牛棚咖啡等 ， 实现 “变废为
宝 ”，留住乡愁记忆 。 据裴庄村党支

部书记吴东亮介绍，目前该村休闲农
业从业人数 1254 人 ， 其中农民 868
人 ，返乡创业人员 386 人 ，带动农户
3625 户。 “积极实施产业融合，使‘万
亩桃源 ’更加彰显绚丽色彩 、魅力风
采 ，成为游客观光游玩的胜地 、产业
融合发展的宝地、群众富裕富足的福
地。 ”吴东亮说。

西华县桃花节不止单调地看桃

花。 在白天，“桃花跑”马拉松、“桃花
缘 ”相亲大会 、“桃之梦 ”戏曲摄影书
法诗词联赛……多种多样的活动令
游客不再拍了照片就走，而是徜徉在
花海之间喝桃花酒 、住桃家院 、看桃

缘戏……兴致勃勃、不亦乐乎。 在夜
晚，裴庄村顺应“夜经济”的潮流趋势
推出夜间文艺展演， 包括打铁花、民
乐 、豫剧 、川剧变脸 、灯光秀等项目 ，
令游客发出赞叹：“这西华桃花节，晚
上可比白天还好看呀！ ”西华县文投
招商服务部部长程磊告诉记者，景区
每天营业时间延长至 21 时 30 分，桃
花节期间每周为游客增加近 35 个小
时的观光时间， 带来超过 1300 万的
收益。 “将夜经济与旅游经济、网红经
济相结合， 为乡村振兴提供途径、为
繁荣发展带来机遇、为文旅产业发展
提供全新动能。 ”程磊说。

桃子结时 农贸产业显活力
桃子的美味，是裴庄村叫响“桃品

牌”的接力棒。
传说裴庄村名字的由来， 与明朝

洪武年间山西省洪洞县迁来裴姓两

兄弟有关 ， 哥哥居颍河东岸定名为
“裴庄 ”， 弟弟居河西岸定名为 “裴
桥”。 兄弟俩看颍河边气候宜人，适合
种桃树，这一种就是 700 多年。时光流
转中，“黄桥蜜桃”走进了新时代的风
景里，成为裴庄村桃花落后的又一经
济支撑。

如今以裴庄村为核心的 “万亩桃
源”桃树种植面积越发广阔，辐射带动
黄桥乡 8 个行政村、 迟营镇 2 个行政
村以及黄泛区农场，主要生产蜜桃、油
桃、蟠桃、黄桃等 79 个优质品种，发展
合作社 83 个、 家庭农场 65 个， 带动

3600 多户群众种植桃树，产品远销 20
多个省市， 实现线上线下年销售收入
1.9 亿元，带动特色种植、物流配送、彩
印包装、文化旅游、餐饮服务等相关产
业收入 5.6 亿元。

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升级，“黄桥
蜜桃”分支出新品种———“黄桥大桃”。
据西华县合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和合盛介绍，“黄桥大桃”个大如碗，论
个卖， 在郑州、 上海等大城市能卖到
68 元一个，而且供不应求。 除了传统
的“地推”卖桃，和合盛有自己的抖音
号，他直播卖大桃，是远近闻名的“桃
子哥”。 裴庄村与时俱进，推动农特产
“直播带货”， 扩大大桃网上销售与线
下销售渠道， 确保桃农收益提高 35%
以上。 甜蜜的事业带来甜蜜的回报，

“黄桥大桃”系列农特产品通过淘宝直
播活动下订单 10 余万份，交易额 3700
多万元。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裴庄村
为实现“桃农不出门，大桃卖全国”，让
“黄桥蜜桃” 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让
“桃品牌”立得稳、叫得响，新修了桃园
内道路。围绕“桃品牌”打造，裴庄村积
极实现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 蓬勃发
展，“黄桥蜜桃”成功获批“国家生态原
产地产品保护标志”。 为让桃子更好
吃、村民多赚钱，在西华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下， 裴庄村与中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和河南农科院长期结对， 优化
桃树品种，使其成熟期延长 6 个月，实
现从入夏到晚秋均有桃可摘， 亩均收
入 8000 元至 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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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庄村研发的“桃花茶”
记者 刘俊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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