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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一大早，汾阳市下起了豆大的雨。夏日的
雨来得急，去得快。一会后，太阳从云缝中钻了出来。雨
后的宣柴堡村，一片祥和。干净的街道，整齐的标语，齐刷
刷的绿化树……平川小村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美。

宣柴堡村属于汾阳市肖家庄镇，位于汾阳城东 6公里
处，全村有 400户 1100人。肖家庄镇有 7大村 9小村，宣柴
堡是 9 小村之一，但宣柴堡却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村子。
相传该村原有宣姓和柴姓两大家族，故起名宣柴堡。不知
是否因村名带了个柴字，该村目前是汾阳最大的从事木材
加工的村子。

“咱们村这几年变化大着咧！”几位老人坐在街口拉着
家常，不时传出阵阵笑声。“谁说不是呢？广场以前是个垃
圾场，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苍蝇乱飞。”村民武定如告诉记
者，邻居武全福家以前紧邻垃圾场，夏天在院外做饭，馍馍
出锅后得赶紧端回屋，否则会招来成群的苍蝇。2015年，
村委启动了村民文化活动广场项目。

“几十年的垃圾堆终于不见了。”2015 年 12 月 29 日，
2583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广场竣工，村民欢呼雀跃。从此，
村里以前最脏的地方成为现在最热闹的地方。每天下午 5
点，村民自发来到广场，有跳舞的，玩乒乓球的，还有哄孩
子的……“以前，村里人都不转街，如今，大家每天都想去
广场转一转。”多位村民说，广场是村民最喜欢的去处。

“下会棋，喝会茶，看看书，挺好的。”2016年 9月 26日，
宣柴堡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落成。日间照料中心位于
文化活动广场北边，总面积 240 平方米，中心虽然外部看
起来有些旧，但却是村中老人的常顾之所。

村子好不好，看看路便知。“四五年前，村里的大街小
巷，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难走。”今年 77 岁的白发金老人
说，这几年，下雨上街不用担心脚上“拖泥带水”。提起村
里的路，今年 65岁的苏世洪大爷打开了话匣子：“早些年，
村里的环村路是土路，一到秋收下雨，只能看着庄稼被
雨淋。现在不一样了，连田间路都修得好好的。”2017年 8
月，南头街 3300平方米实现铺油。

农村人最关心的事是种地，苏世洪老人也不例外。聊
着聊着，话题就到了村里新修的水渠上。2017年，村东文
峪河下游，北六支宣柴堡村段 1.8公里防渗渠工程全线完
工。“原来村里的渠坏了，我家村东的地浇不上，收成不
好。2018 年，水渠通了，收成好了。”村民张对红回忆道。
据苏世洪介绍，2017 年冬，宣柴堡用文峪河水对村东 850
亩耕地进行了高质量的冬浇，2018年，该村农业大丰收。

“有绿色才有生气。”宣柴堡在绿化方面也不甘落后。
2017年 4月，该村响应汾阳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不失时机
对村西大于路、环村北路、307国道连接线等 7条公路分别
栽植了数百棵国槐、望都桧、新疆杨。

“村里卫生抓得紧，群众的觉悟高了。”每天上午 7 点
到 9 点，环卫工郝新萍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岗位上，捡拾
有色垃圾，清扫路面。村子里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绿色和

黄色的垃圾桶，这也成为了村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听说记者来村里采访，群众争相受访。“要我说，我们

村这几年变化大，自来水就是一变。”村民牛艳燕说，三年
前，村里的自来水真是个问题，出水慢，水量小，家家户户
装自吸泵，不用泵就不出水。现在，水龙头一拧开，水哗哗
地流，吃水方便多了。

“好事还有！我们马上就能用上天然气了。”村委副主
任王新生指了指远处，“你看，那黄颜色的管子就是天然气
管道，赶今年 11月份，就要投入使用。今年 150户厕所改
造也都完成了……”

“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就说一事一议吧，我们村这些
年的变化全靠它。”该村党支部书记白耀发信心满满地告
诉记者，“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办什么。每年争取办一件实
事，宣柴堡的明天会更美。”

汾阳市宣柴堡村

一事一议作用大 年年都有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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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老人一有空闲就到日间照料中心下棋

村里的妇女每天下午相约村民文化活动广场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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