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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下栅乡结合城乡融合发
展、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打造“农耕记
忆、产业记忆、民俗记忆、美丽记忆”四
位一体的乡村记忆小镇，全力构建“农
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下栅乡属典型的黄土台塬地貌，为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乡党委高举党建引领旗帜，
围绕建设产城融合、生态宜居的城市新区，
启 动 了 万 人 规 模 的 下 栅 新 型 城 市 社 区 建
设。乡党委根据习总书记“让城市留得住记
忆，让人们留得住乡愁”的指示，为培育乡村
记忆小镇，全力打造 6个农耕文化体验区。

打造民俗风情体验区

下栅作为历史古镇之一，发端于春秋战
国，系三晋战神吴起坐镇西河郡时，兵寨前
沿哨所的护营栅栏所在地，被兵家视为战略
要村，境内古庙、古宅、古堡、古桥、古井、古
槐比比皆是。特别是有株高大的唐槐，距今
已有 1300 年的历史，历经风霜雨雪，昂然挺
拔的见证着千年古镇的兴衰荣辱。白沟河
上有一座石拱桥为“青龙映月桥”，有专家称
此桥可与赵州桥相媲美。村东建有一座“圣
贤宫”，佛、道、儒同流；庙、观、寺、堂一宫。
近年来，乡党委依托古建筑、古民居、圣贤
宫，以及少林国际文化学校，打造民俗文化
体验区，开展特色民宿、民俗文化、武术情景
剧等特色旅游项目，提升乡村旅游质量。

打造陶艺传承区

陶艺既是工艺业，也是文化产业，特色
制陶业是下栅独具特色的地方名片，各式各
样的笔筒砚台、瓮盖绣球、人俑鸟兽、鱼缸宝
顶、香炉蜡台，质朴雅致，故无论富贵人家，
还是平民百姓，皆为心爱之物，“卖陶歌”曾
响彻汾平介孝的村街闾巷。近年来，乡党委
通过新建陶艺传承体验中心，复兴下栅传统
陶艺产业，特别是与高校产学研究合作，吸
引全国陶艺家、高校专业学生、陶艺爱好者、
中小学生前来体验实习，同时每年举办陶艺
展，不断扩大知名度，形成产品竞争力。

打造特色美食区

下栅曲径悠悠、巷道弯弯，因保存
完好的古村院落吸引了很多人的眼
球。近年来，乡党委从空间布局、功能
分布、产业发展等方面精心设计，打造
一街一品、一胡同一景，展现本土人文
风情。特别是对明清古街道进行风貌
改造，景观提升，改善餐饮条件，发掘
餐饮业态，打造乡村美食特色街区，让
人们感受乡村传统美食记忆，努力实现留住
乡愁。

打造杨德龄纪念馆展区

家庭作坊是下栅的传统企业，粞坊、粉
坊、油坊、豆腐坊、染坊、屠宰坊、酿酒坊经久
不衰，代代相传，特别是下栅人杨德龄，于清
光绪年间在杏花村办起了“义泉涌”酒坊，
1915 年杨德龄捧着“老白汾”在巴拿马国际
博览会上夺回“甲等金奖”，成为杏花村汾酒
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被人们尊称为

“酒仙翁”，被奉为“近代中国白酒之父”。
1948 年杨德龄的儿子杨汉三奉命组建杏花
村酒厂，奋战攻关，酿造出献给首届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宴酒”，成为杏花村汾
酒史上又一个开拓性的里程碑。为纪念杨
德龄父子，下栅村修建了《酒仙阁——杨德
龄纪念馆》。基于杨氏父子这两座奠基石的
历史丰碑，吕梁人民艺术家梁镇川九易其
稿，编创了大型现代戏“杏花酒翁”，颂扬了
杨氏“抗日寇一门忠烈、酿汾酒两代英才”的
传奇事迹，作为党的十八大献礼剧目，两度
进京演出，荣获“中国戏剧文化奖”。

打造特色果品采摘区

下栅属半山区，有山有川、有坡有沟。
近年来，乡党委以沟域经济为龙头，做亮特

色 林 果 业 ，在 栽 植 核 桃 两 万 亩 、高 接 换 优
5000 亩的基础上，以一村一品为载体，在兴
跃、坛果、东安生三村实施樱桃、草莓、甜瓜、
黑宝葡萄、玉露香梨、小果品型西瓜等特色
果品种植，每年举办“樱桃红了”文化节、“六
月十六甜瓜节”等形式，吸引周边县市游客
前来采摘体验，将下栅的特色农耕文化发扬
光大。

打造山水田园观光区

绿水青山是下栅最大优势、最大财富、
最大品牌。寻常山色中，群山叠翠、草木茂
丰、山泉水清、花香悠悠。特别是大西沟村，
枕山际水、山峦凝聚、泉水甘甜、富含矿物，
是理想的养生之地，近年来，乡党委政府在
大力开发矿泉水的同时，发展观光农业、乡
村旅游。让游客品味“山疑花里看，水作琴
中听”的淡逸超然，让人们忘却城市的喧嚣，
得到山水间的宁静。

柳林孟门桑皮纸是以桑树
皮为主要原料,以家庭作坊为单
位,纯 手 工 生 产 出 来 的 一 种 纸
张，主要分布在柳林县孟门镇前
冯家沟村。桑皮纸制作技艺较
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造纸术
的整套工艺,是研究中国古代经
济、文化、社会的重要依据,被誉
为中国古代造纸术的“活化石”，
被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桑皮纸生产历史悠久,工序
复杂,整个生产过程需经过 20余
道程序,前后历时近一个月。主

要生产工序如下：
1、浸泡。将从桑树枝上剥

下来的桑皮浸入水池中,泡一定
时间后,把软化的桑皮分成小捆
放入石灰水池里二次浸泡,使其
净化、漂白。

2、蒸煮。将用石灰水浸好
的桑皮盘成一个个小捆放在特
制的锅上烹蒸约需 8 个小时,蒸
熟后再闷上 2天让桑皮熟透。

3、搓揉。桑皮经过烹蒸后,
由匠人用脚进行搓踩揉踏,以去
除桑皮外层的黑皮。

4、捣沤。捣沤即把经过上

述处理的桑皮放在石板上,用捣
垢圪垛均匀地捣,捣垢圪垛是用
一个直径十公分左右的圆形硬
木做成。垢捣得越烂越好。

5、切沤。桑皮捣成沤后,由
匠人用手拍成一个宽 8 厘米左
右,厚 2厘米,长 60厘米左右的垢
条,然后用特制的刀切成碎片。

6、摞沤。原料切碎后,放入
很细的网上用水漂洗。洗得时
间越长越干净,也越费料,做出来
的纸越白。

7、搅拌。把洗好的垢放进
一个叫瀚的长方形水池里,瀚里

的水需加有蒸生料时的蒸锅水,
只有这种水才能把垢搅得浮起
来。原料入池后用混瀚圪垛在
瀚里搅拌,搅拌到瀚里的垢全部
浮在上面为止。

8、操纸。是桑皮纸制作的
关键工序,由匠人用一个特制的
竹箔从瀚池中将悬浮的桑皮纤
维操起来,操纸要先出边,然后再
挖一下,操一下,纸便成形了。

9、晒晾。纸操好后,是成叠
堆放的,成叠的纸须先放在黄土上
空水,空后逐张分开进行晾晒,桑
皮纸经过晾晒风干后,颜色变白。

吕梁
故事 柳林桑皮纸制作技艺

□ 梁大智

上溯文明远古时，桑皮浸水石灰池。
搓揉蒸煮沤成碎，搅拌漂浮操纸奇。
晒晾风干成白色，纤维坚韧铸新肌。
人生玉版流芳处，春雪悠然写靓词。

桑皮纸制作过程 杨虎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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