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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听老家在伊川县彭婆镇
杨营村，1994 年妻子董灿娟在一
次脑部手术后落下后遗症，生活
不能自理。十几年来，他去北京、
洛阳等地打工，都要将妻子带在
身边。

妻子术后落下后遗症

陈万听跟妻子租住在七里河附
近的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张
双人床占据了大半的空间。

董灿娟手术后落下的后遗症比
较严重，有时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
犯病，全身肌紧张、心跳加速。她就
会无意识地撕扯自己的衣服甚至拿
起手纸往嘴里塞。

“刚手术后的那几年，她不能
下地，每天只能躺在床上靠人伺候
着，一天得给她换十几块尿布。”陈
万听说。那会儿，陈万听在老家开
了个小卖铺，挣点儿钱就来洛阳给
她买药。慢慢地，董灿娟的病情有
所好转。

不离不弃，感动邻里

看到妻子病情好转，陈万听决

定外出打工。2000年前后，他只身
去了北京，蹬三轮车拉客人。不久，
9岁的女儿来信说：“家里没钱了，母
亲犯病时没人照顾。”于是，陈万听
将女儿寄养在岳母家，把妻子和小
儿子接到北京。

打工挣不了多少钱，每月除去
房租和妻子的药费，陈万听一家人
的生活紧巴巴的。在北京打工六
七年，到最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
有，是老家的兄弟寄来 500元钱，
陈万听才买了火车票，带着妻儿来
到洛阳。

为留在洛阳打工。2006年，陈
万听在七里河租下了一间十几平方
米的房子。

陈万听在屋里扯着一根绳子，
将装有烧饼的塑料袋系在床头。陈
万听来到妻子身边，指着绳子上挂
的烧饼说：“烧饼我昨天给你买好
了，中午记着吃。”董灿娟听话地点
点头。

这些年来，陈万听带着妻子四
处打工，他白天干活，晚上还要照顾
妻子，不少人都被他的这份情所感
动。有人曾经跟他提过，让他重新
找个人结婚，但陈万听从来没有动
过这个念头。他说：“要是我离开了
她，她一个人根本无法正常生活，我
良心上过不去。”

探索：贫困县创出
“栾川模式”，扬名全国

早在1992年栾川开发第一
个景区鸡冠洞时，没有人会意识
到，旅游能够成为县域经济的支
柱产业。那时，不少人认为，搞旅
游不如开矿。

潭头镇重渡沟村曾是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20世纪90年代，年
人均收入不足500元。1999年，
栾川县委、县政府决定发展山水
旅游，在动员村民经营农家宾馆
时，多数人认为：“没人会来咱这
小地方旅游”。

后来，政府以旅游补贴的
形式选了5户人家做试点，丰厚
的利润一下子调动了村民的积
极性。13年过去了，该村已拥
有300多家农家宾馆、一家4星
级酒店，日均接待游客万余
人次。2006年，重渡沟被评为
4A级景区，全县旅游业得到迅
速发展。

为确保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在栾川，不管什么产业都会自
觉地按照旅游标准开展工作：工
业建设不但要注重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还要考虑工业本身是否
可以带来旅游经济；农业生产要
为农业观光体验游提供便利；农
家宾馆兴建和装饰要与游客需
求及乡村特色相结合。这一旅
游发展模式被业内专家称为“栾
川模式”。

成就：从“无A”到A
级景区数量全国县级第一

地处老君山景区深处的莘家
庄村是栾川乡七里坪村的一个自
然村，村民莘作林说：“老君山景
区没开发以前，村里80%的人口
都穿草鞋，种地口粮都不够吃。”

老君山景区开发后，莘作林
腾出三个房间，每个房间放5张
床，游客吃住一天15元。那时，

莘作林家每年能收入几千元。
老君山景区原为国有林场，

2007年8月，林场进行改制，引
入社会资金，进行管理、开发、经
营。此后，老君山景区发展日新
月异，游客越来越多，莘作林家的
年纯收入增至十几万元，家里已
买了3辆车。

去年，莘作林的老房子旁矗
立了一座新建的三层楼房，里面
共设45个标准间。“条件好了，农
家乐宾馆也要‘与时俱进’。”莘作
林笑着说。

栾川县旅工委主任孙欣欣
说，老君山只是当地旅游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县 1/3
的人口都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
工作。

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栾川
县拥有5A级景区1家、4A级景
区5家，A级景区数量居全国县
级第一。全县34万人口中，直
接、间接旅游从业人员达10.8万
人。与8年前“栾川模式”提出时
相比，33%的农民就地转变为旅
游从业人员。

评价：“栾川模式”转
型及时，有借鉴意义

“我国正处在生活方式转型
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
济师陈文玲称，随着经济水平的
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转变，
旅游已不仅是观光，还要有更深
层次的生活体验。

人们的生活方式在转变，“栾
川模式”也在自我转变和提升。

10月 26日，在“栾川模式”
创新发展高端论坛上，与会专家
将“栾川模式”由8年前的“党政
主导，部门联动，市场化运作，产
业化发展”提升至“幸福导向、旅
游引领、深度融合、全面统筹、创
新载体”。

“我国70%的旅游资源在农
村，县区旅游资源可以说是空间
无限。”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发

称，“栾川模式”的转变提升为我
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意义。

北京中科景元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石培华认为，新的“栾
川模式”，其价值和意义不仅仅是
对旅游实践工作经验的提升和总
结，而是从县域经济的整体视角
出发，着眼于国家新兴产业发展
趋势，以健康幸福生活方式为核
心理念，推动“栾川模式”引领我
国第四代旅游、第三代县域经济
发展，为我国县域旅游二次创业
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未来：吃住行、游购
娱，栾川都中

“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到
栾川旅游。”栾川县旅工委副主
任段军伟称，如今的栾川四季节
会不断：春有老君山文化旅游
节，夏有栾川消夏养生季，秋有
伏牛山金秋红叶节，冬有伏牛山
滑雪节。

如今的栾川，已成为 17个
“中国旅游强县”之一，14个乡镇
中有13个开发有旅游景区和乡
村旅游点，形成了溶洞游、山水
游、森林游、农家游、休闲游、滑
雪游、温泉游、红色游等八大旅
游品牌。

前不久，业内专家石培华和
他的团队还特意为栾川编制了建
设国家山地旅游度假试验区规
划，让栾川旅游的未来格局逐渐
明晰：以城关镇、栾川乡为主体，
构建养老养生板块；以石庙镇、
陶湾镇为主体，发展滑雪、漂流
山地运动板块；以白土镇、狮子
庙镇为主体，发展中药材、林果
基地等旅游特产板块；休闲度假
板块、构建休闲农业板块、构建
温泉疗养板块……

段军伟称，栾川未来的目
标就是，你在旅游的过程中，需
要什么，栾川就有什么，吃住
行、游购娱，栾川都中。

从贫困县到旅游强县，从“无A”到A级景区数量全国县级第一
“栾川模式”近日再成关注焦点

吃住行、游购娱，栾川都中
伊川农民陈万听带着患病妻子打工，
18年不离不弃,演绎大爱真情

“离开她，
我良心上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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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提起栾川，人们的印象是矿多，如今再提起栾川，人们的
印象则是山水秀美、空气清新的“旅游胜地”。日前，“栾川模式”创
新发展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栾川再次成为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