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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一首耳熟能详的千古名篇《木兰辞》，一曲“愿为市鞍马，从此替
爷征”的千古绝唱，追溯出虞城县木兰镇千年文明史。

如今，这个积淀着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州名镇”，是如何在增强文化自觉、坚持文化自信、树立文化
自强中焕发木兰文化特色新魅力的呢？

“虞城确立‘一路一廊一带一组团’空间布局。在西南片区组团打造文化高地，依托木兰文化的引领
作用，进而整合挖掘南亳文化、伊尹文化等，让延续千年的木兰文化，通过‘文产、文创和文旅并重’
持续打造，重焕光辉，完成浴火重生般再塑造规划，塑造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小镇——木兰文化传承特色
小镇！”虞城县委书记朱东亚说，“木兰小镇”作为虞城主流文化——木兰忠孝文化构架下的十个特大项
目之一，已与建业东英达成合作开发意向，联手实施“一路+三区+全境旅游+新型小镇”的全域旅游，
在虞城境内以木兰从军路为主线，将各景点有机整合并连接，从木兰祠至黄河故道由南向北打造全域旅
游，进而让西南组团文化板块在全县凸显文化张力。依托木兰祠为起点的虞城旅游点将与周边景点形成
差异性互补，成为省内精品文化旅游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木兰文化重绽异彩，以推进“西南组团”
发展为重点，围绕木兰文化，理清文脉，弘扬木兰精神；壮大文产，擦亮木兰品牌；注重文创，讲好木
兰故事；发展文旅，重塑木兰之乡，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着力打造文化传承特色小镇。

理清文脉：弘扬木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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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兰 镇 周 边 文 化 类 景 点 众
多。虞城境内伊尹墓、法宗寺、仓
颉祠、万亩梨园、万亩苹果园等；
商丘市内商丘古城、芒砀山文物旅
游景区等，随着园区的建设，文化
体验项目的提升、文化概念的扩
充，这必将为该镇发展文旅重塑木
兰之乡，提供厚重的文化储备。”
虞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慧敏
说。

木兰镇文化旅游资源与国内同
类主题资源和旅游开发情况对比，
在资源遗存上，遗迹较多、民间祠
祀、纪念活动盛行；在影响力上，
定位突出，国际知名，影响力大，
具有不可替代性；在开发现状上，

开发滞后、力度较小；在未来发展
上，发展潜力巨大。作为虞城全域
旅游南部重要节点，该镇总体规划
单列旅游建设用地 1500亩，新规划
的木兰祠旅游景区，西至古营大
道，东至虞营路，南至203省道，规
划占地面积500亩，景区内设计主游
线路三条，规划建设了木兰牌坊、
木兰辞院、木兰练武场、跑马场、
射箭场、木兰戏院、水上乐园等景
点。

配合全县文旅工作，木兰镇作
为南部文化传承特色小镇，十分注
重城镇建设品位提升。高标准、高
起点进行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结
合实际，稳步推进，分期实施。邀

请河南瑞银公司制作了木兰文化小
镇形象升级规划设计方案，该镇正
全力打造“三点一线”即以236省道
为主线，打造木兰镇形象出入口
——高速路木兰镇入口主题雕塑文
化园—省道、镇区三角公园；打造
木兰镇境内省道沿线两侧 1000亩主
题装置展示区。目前，基础设施工
程已先期开工，包括济广高速木兰
站出口木兰文化主题公园及形象导
视，自高速口到木兰祠的景观大道

及木兰文化主题街景园区、公交车
站、门面房建筑立面等。

去年以来，多次与建业集团及
其君邻会成员洽谈对接，初步达成

“建业·木兰文化小镇”开发意向，
县政府与河南建业集团签约联合开
发“木兰小镇”项目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河南建业举办“改变即远
见”——建业东英战略发布会，向
世人推介虞城木兰小镇美丽乡村项
目，建筑界精英高层对建设“美丽

乡村·木兰小镇”进行了顶层设计
和论证。虞城县把该项目作为头号
工程精心组织、统筹安排、整合各
方力量、用足用活政策，全力以赴
为木兰小镇建设提供高效、便捷、
优质服务，确保项目早日开工建
设。建业带领 3 家国家顶级规划设
计院、国内影视文化、法律、金融
专家顾问对项目多次深度调研论
证。县主要领导多次组织相关部门
专家座谈讨论。现已形成初步构
想：依托木兰小镇塑造城市品牌，
投资 300 亿元发展虞城全域旅游，
全面脱贫建设美丽乡村，以“金线
串珍珠”的方式把旅游景点自南至
北贯穿虞城文化旅游活动区、饮食

区、农务区，打造木兰从军路，形
成“木兰祠 （建业·木兰文化小
镇）——伊尹祠——御泉湖温泉度
假村——任家大院——四大主题公
园——保税中心、特色商务区——
豫东花卉基地——利民古城——科
迪工业园——黄河故道”独特的观
光游精品路线，打造具有国际特色
和魅力的文化小镇、休闲小镇、生
态小镇，成为全国特色小镇发展的
典范、全国旅游脱贫典范、全国

“双创”脱贫典范。
虞城县正以木兰镇为起点，整

合虞城各项旅游资源，自南至北拓
展景点链，进而打造以木兰文化为
引领的虞城生态文化旅游。

理清文脉 壮大文产 注重文创 发展文旅

虞城：打造木兰文化特色小镇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建谠 通讯员 刘起旭 谢卫勋

史 载 ， 木 兰 祠 始 建 于 唐 代 ，
金、元、清各代曾重修扩建，至民
国初年，占地万余平方米，另有祠
地400亩，1943年毁于战火，现幸存
详细记载木兰身世、籍贯、英迹，
以及历代修祠概况的元代《孝烈将
军祠像辨正记》和清朝《孝烈将军
辨误正名记》青石碑各一通。1993
年，市县镇三级政府投资重修木兰
祠景区，占地 7000余平方米，已连
续举办 6 届“中国商丘木兰文化
节”。花木兰不姓花，而姓魏。木兰
娘姓周，周庄村人。木兰是魏氏后
代，祖居与周庄邻村小魏庄。时全
村有人百十口，后来村子自然消失

成周庄村一部分。所以当地人习惯
将周庄称为花木兰的故乡。相传，
木兰参军前与今安徽亳州的岳明订
下了婚约。木兰代父从军返乡时，
与岳明成亲，而皇帝要纳木兰为妃，
木兰不从，撞柱而死。木兰忠、孝、
贞、烈、义精神在民间流传。

“木兰镇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发源地，也是滋养木兰文化的厚
土。”木兰中心小学原校长周厚领一
边领我们拾阶而上，一边介绍。《虞
城县志》载，营廓台是距今约 5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
东汉时就有营廓台，隋代以后为营
廓镇。2000年经省政府批准撤乡设

镇。2013年经省政府批准，营廓镇
更名为木兰镇。

京剧大师梅兰芳演出的《木兰
从军》和豫剧大师常香玉改编演出
的 《花木兰》 使木兰盛名远扬。
1993年，农历四月初八，木兰生日
那天，虞城县举办首届木兰文化节
和木兰学术研讨会。第五届升格为
商丘市主办。随后，木兰故事被改
编成动画片搬上银屏，两次荣登中
国邮政特种邮票，电视连续剧和电
影大片《花木兰》，大型歌舞剧《木
兰诗篇》等花木兰艺术形象纷纷面
世，《木兰辞》被列入中小学课本多
年，《木兰代父从军》是许多剧种长
演不衰的优秀传统剧目。2007 年，
中国民协正式命名虞城为“中国木
兰之乡”，“木兰传说”被列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虞城县编创
的木兰剑、木兰拳被中国武术院正

式认定为第130种中国武术。
木兰精神深入人心。建于解放

初期、全国闻名的木兰民兵班以木
兰为榜样，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
力维护地方治安，婚事新办、拒收
彩礼。近几年，虞城县城关派出所
木兰女子警务室更以“木兰从警
记”走红全国。多次夺得世界散打
冠军的木兰镇人张开印深受木兰精
神影响。他父亲说：“小时候的开
印，最好听豫剧《花木兰》和爷爷
讲木兰从军的故事。”

为了深度发掘和保护木兰文
化，1993年虞城成立了“木兰文化
研究会”，对木兰身世、历史遗迹、
精神内涵、社会影响等开展研究，
现已出版《木兰文献大观》《巾帼英
雄花木兰》《木兰文化节资料汇编》
《金菊园木兰特刊》《木兰其人考》
等文献，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

“通过实施文化品牌战略，加大
对文化建设扶持力度，不断提升

‘木兰文化’影响力，将资源优势变
为产业优势，把文化品牌优势转化
为经济发展优势和推介木兰故里的
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进而使‘木
兰文化’成为虞城区域经济发展的
兴奋剂，让这一名片转化为产业品
牌，助推县域经济与‘木兰文化’
比翼齐飞。”县长白超介绍说。在虞
城，以木兰命名的现象比比皆是，
火车站、旅馆、公司、集团、商
品、产品、服饰等。木兰品牌的农
副产品在博览会上多次获奖，成为

河南省著名品牌。虞城利用木兰这
个响亮的品牌，连续举办了6届木兰
文化节及经贸洽谈会，增添了招商
引资魅力，注册了 600 多个以“木
兰”命名的品牌和企业。

该县紧紧抓住“花木兰故里”
这一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制订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举办高规格木兰文
化节、经贸洽谈会及学术研讨会等
活动，加强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举全县之力，强力提升和打造

“木兰文化”，持续唱响木兰文化品
牌。在木兰镇，有木兰纺织品公
司、木兰织女坊、木兰粗布坊、木

兰中学等。木兰品牌随处可见：河
南木兰纺织集团公司、木兰食品、木
兰筛板厂、木兰木业公司、木兰面粉
厂……全县以“木兰”命名的工业产
品、项目、建筑、企业和单位形成了产
业链，在全县经济建设和弘扬木兰文
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该镇
荣膺“全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全省卫生旅游城镇”、科技示范
乡镇、特别改革试验乡镇、边缘重点
建设乡镇等称号，连续多年被评为
虞城县先进乡镇。

“我们就是看中‘木兰故里’这
个文化品牌，才来虞城投资的。”欧
美德工量具老板刘学思说。近几
年，备受木兰精神熏陶的欧美德工
量具和浙江余姚工量具等全国知名
企业陆续慕木兰文化品牌之名在虞
城产业集聚区落地生根。

“我们大力宣传、弘扬木兰文

化，是要寻找和昭示这种文化与当
代的结合面，挖掘符合时代精神的
积极意义，为今天的社会发展与全
面进步所用。”镇党委书记葛占峰
说。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制作的
《虞城县木兰镇周庄村传统村落暨历
史文化名村保护发展规划》，对该村
的保护、规划与论证确凿翔实。

“现在我们正依托木兰祠全力打
造提升的周庄传统村落，不仅传承
着木兰精神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
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地域特色，
更维系着这一方人民的根，寄托着
这一方儿女的乡愁。”镇长李科说。
县政府聘请高级专家制作了重修花
木兰故里旅游景区的详细建设规
划。景区内有木兰祠、木兰故居、
木兰花园、木兰文化广场、木兰武
馆武校、木兰陵园等。现已建成木
兰祠、木兰文化广场、木兰陵园等。

讲好木兰故事，汲取木兰文化源
泉，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创意出传统
文化产品，已成木兰故里文创新常态。

“唧，咔嗒！”这多像小时候听惯
了的奶奶织布的声音！记者忍不住循
着机杼声，来到了“木兰织女坊”，
明亮的木屋窗前，一位身着大红风衣
的美女，正坐在古织布机上熟练地织
着彩色棉围巾。好一幅“唧唧复唧
唧，木兰当户织”的精彩画卷啊！

见有人来，织女起身离机自我介
绍，她就是木兰文化传承人、木兰祠
导游、木兰织女坊创始人、木兰老粗
布和木兰虎头靴产权人程凤华。她拿
出老粗布床上用品、老粗布颈椎枕、
虎头靴等，一一给记者展示，还讲述

了木兰花布的由来和老粗布的特点。
她说，在木兰那个年代，豫东这一
带，还没有五颜六色的花布。有一
次，木兰到邻居家玩耍，看见邻居爷
爷正在编席子，席子上有条形的、有
方形的各种花色和款式。木兰就想：
如果把棉线染成不同颜色，不就织出
五颜六色的花布了吗？她回家就挖来
各种菜根和棉线放在一起煮染，织出
了五颜六色的花布。后来，大家都称
这种纯手工老粗布为木兰花布。

“现如今，当年花木兰从军前的
纯手工纺织工艺还在她的家乡传承
着，它是河南省稀有的一种民间纯手
工纺织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
明的民族特色。”木兰粗布坊负责人

杨华东对记者说。近年来，在文化旅
游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下，木兰粗布坊
以推广环保、健康、纯棉手工纺织品
成为纯手工纺织品中的佼佼者。仅在
商丘市就开了五六个粗布成品店。

该县紧紧抓住这一文化资源优
势，通过举办“木兰文化节”、经贸
洽谈会及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培育和
唱响“木兰”文化创意产业。他们在
全县广泛开展木兰拳、木兰舞、木兰
体操、木兰剑等多种体育活动，组织
成立了木兰盘鼓队、木兰秧歌队、木
兰武术队等多种群众性体育文化组
织。同时深挖民间织布艺人打造织女
形象，围绕这种纺织文化推出了一批
传统粗布手工制品，还将传统手工艺
品剪纸、刻瓷、贝雕等与木兰文化结
合，形成以木兰形象和木兰从军故事
为主题的特色产品。

“我是自学的。因为崇拜花木
兰，所以选题以木兰形象和木兰故事

为主，形式以单色剪纸为主，以套
色叠加为辅。”走进该县民间剪纸
艺人贾艳梅工作室，满眼都是她的
剪 纸 作 品 ： 英 姿 飒 爽 的 “ 花 木
兰”、栩栩如生的“硕果”、千般妩媚
的“金陵十二钗”和古色古香的“商
丘古城”等。她采用“分层叠加剪纸
法”创作的《木兰从军记》系列剪纸
作品最多达到了 7层叠加，突破了传
统剪纸百年不变的平面模式，凸显三
维立体视觉。

文化“乐民”。镇政府组织创办
了木兰腰鼓队、木兰盘鼓队、木兰戏
剧团等文艺演出团队10余个，组织开
展夜间文化广场、文化入村、农民大
舞台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在
农村，开展以“学习新技术、做四有
公民”为主要内容的“木兰杯”读书
竞赛活动。在镇区，开展以创优美环
境、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为主的“三
优杯”竞赛活动。

壮大文产：擦亮木兰品牌

注重文创：讲好木兰故事

发展文旅：重塑木兰之乡

木兰祠吸引了大批国际友人。

木兰文创作品多，木兰剪纸真引人。

木兰故里织女多，织出美好新生活。

木兰小镇概念规划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