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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是家喻户晓的美好形象，是底蕴深厚的文化

意象，蕴含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我市有一地名就带有“牛”

字，这个地名朴实、亲切，透着浓浓的乡愁。它就是解放区上白作街道老牛河村。

近年来，老牛河村特别重视发扬“牛”的精神，挺立潮头，发展旅游业，成为富裕

村、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③③

老牛河的来历

5月4日，记者从解放区民政
局获悉，老牛河村民委员会南距
上白作街道办事处3.3千米，东临
狮涧村，南临上白作村，西临春林
村，北临洪河村，面积3.5平方千
米；原辖老牛河、称沟湾、老君庄
和流沙坡4个自然村，后因焦作影
视城的建设，老君庄和流沙坡现
已被占，现辖称沟湾和老牛河2个
自然村。该村主要有两横三纵硬
化路贯穿其中，并建有卫生所及
文化活动场所，设置有健身器材
等，以供居民使用。

1949年始置老牛河村公所，
归修武县恩村区管辖；1953年至
1955年为老牛河初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归
上白作乡管辖；1958年成立老牛
河生产大队，归上白作先锋人民
公社管辖；1962年归上白作公社
管辖；1984年归上白作乡管辖；
1985年撤销老牛河生产大队，成
立老牛河村民委员会；2005年归
上白作街道管辖至今。

因该村北依太行，又临石河
沟涧，水流不息，河流两岸属山坡
地，早年野草茂盛，适宜放牧牛
羊，故以“老牛”与“石河”取名为

“老牛河”。

老牛河的美丽传说

在老牛河村，流传着一个美
丽传说。相传老牛河村的老牛是
太上老君的坐骑，生前伴着老君
四处行走，死后伴老君一起塑成
像，被供奉于村内的老君庙。但
因年久失修，老君庙在战乱中彻
底损毁，老君像也下落不明。老
牛找不到主人，就天天在老君庙
附近转悠，渴了便到河边饮水。
人们感念老牛对主人的忠心，便
称村子为老牛河村。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终于有一天，老君像在
一次山洪过后被人们发现，请入
新修建的老君庙里，同时又重塑
了老牛像。人们发现天天在河边
饮水的老牛不见了，村民都说，是

老牛又回到了太上老君身边。从
此，虽然不见老牛在河边饮水，但
老牛忠心主人的形象永远留在村
民心里。这一故事代代相传，老
牛河的村名也永久保留下来。

老牛河村由来的传说还有一
个版本。相传，在很早以前，有个
农民姓牛，为人忠厚老实，一生都
在务农，他死后埋于村北河沟地
内。事隔不久，村民发现一头老
牛每天中午到河沟边饮水，一见
有人，牛便转眼不见了。此后，人
们就说这是神牛，还有的说这是
姓牛的农民在世为人好，死后就
变成了神牛。总之，意思是告诉
人们做人只要老实、忠厚、正派，
就会有好的下场。从此，这里便
被称为老牛河村。

获评省2022年度“五星”支部

除了美丽的传说外，老牛河
村还有美丽的风景。

5月 4日，记者走进老牛河
村，该村已有夏天的味道，绿意浓
浓，房前院后的蔷薇、月季，让这
个村庄成了开满鲜花的村庄。

许是下雨的缘故，村里静悄
悄的，弯弯曲曲的道路、绿树、鲜
花、雨滴构成了一派朦胧诗意的
景象。

五一假期前，这里可是足够
热闹，不少单位组织人员来这里
学习，因为该村获评了河南省
2022年度“五星”支部。该村有
哪些成功经验呢？

据老牛河村党总支书记王玉
河介绍，老牛河村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国家AAAA级景区焦作影
视城、影视湖公园、怪坡园，植被
丰茂，空气清新，生态环境优良。
作为城郊村和浅山村，该村有着

“距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的独
特优势。为此，该村把“影视文
旅+”作为产业发展“一村一品”的
主攻方向。

由该村党总支领办集体经济
合作社，以影视宾馆、影视城广场
和办公楼入股的形式，与焦作影
视城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影视
城每年能给村集体带来100余万

元的收益。
为带动村民增收，该村委会

牵头成立了影视服务公司，组织
村民开展技能培训，业务涵盖服
装、道具、群众演员和技工、场工、
杂工等多个领域，让村民实现在
家门口就业。在拍摄《争霸传奇》
等影视剧期间，由于群众演员需
求量大，该村不光发动了全村老
少爷们，还到周边几个村招募临
时演员。经过几年的发展，一批
做服装、道具的村民，从原来在家
门口的小打小闹，已经发展到剧
组定制，有的还跟着剧组全国各
地跑。

因受疫情影响，焦作影视城
近两年的运营受到较大影响。
为了帮助景区渡过难关，该村委
会和焦作影视城联手，在去年暑
期和今年春节期间相继举办了

“傣迪泼水音乐节”“潮玩秦汉过
大年”新春大庙会等活动，吸引
游客14.6万人，实现收入200余
万元。

聚焦“一村一品”，让乡村火
起来。党员干部积极带头发展乡
村旅游，将传统农家乐改造升级
特色精品民宿，如苏家大院、张三
的民宿等，均已成为市民争相打
卡的网红新地标。目前，该村共
有休闲农庄和乡村旅游景区8个、
旅游星级宾馆1家、快捷宾馆5
家，每年接待游客量50万人次，
休闲旅游收入约1500万元，旅游
从业人员450余人，乡村休闲旅
游已成为该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下一步，我们将把老牛河村
建设得更加美好，让
群众生活得更加幸
福，奋力谱写‘产业
强、村庄美、村民富’
的乡村振兴美丽画
卷。”王玉河说。

图① 老牛河
村党群服务中心。

图② 焦作影
视城。

图③ 老牛河
村街道。

本报记者 赵
改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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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特约编辑 郑清珍

刘钢老师是一位非常执着
认真的画家。他自幼酷爱丹青，
尤钟山水。四十余载笔耕不辍，
痴心不移，拜摹名家，汲其精髓；
师化自然，中得心源，博采众长，
匠心独运，自成画风。他笔下的

山水，苍郁俊秀，大气磅礴，气象
高古，境象俱佳。希望刘钢先生
在追求山水艺术至高境界的征
途中，以更加生动的笔墨，不断
推出更多山水佳作。

——李沃源（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

【名家名作】

刘钢，67岁，河南项城人，大专文化
程度，高级政工师职称。现为焦作市老
年书画研究会监事、河南古柏书画院秘
书长。其少年时代即爱好绘画，师承文
启亨、吴显林先生。参加工作后，在企业
从事工会、宣传、组织、教育工作 30 多
年。退休后，他情寄山水，致力于书画研
究和创作，长年活跃于南太行的云台山
一带和西南等地写生采风。其画风朴实
真挚，生活气息浓厚，作品曾多次在省、
市画展览并获奖。

刘 钢（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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