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吕梁

盛夏傍晚，柳林县薛村镇高红村晋西商贸街迎来

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街上各家铺子酒旗相望，美味

珍馐陈列其中。沿街而行，几十余种美食的香味从整

洁的门窗中溢出，让人垂涎欲滴，或麻辣或香甜，或滚

烫生鲜或透心清凉，在这条街上，人们都能邂逅一份自

己钟情的佳肴抚慰味蕾。

高红村东靠明清古镇穆村，是集人流、冷链物流、信

息流竞相遂发的商贸物流集散地。近年来，高红村发展

壮大商贸仓储物流产业提升改造，扶持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支持上马新型工业项目，打造村史展示中心，2022年

成功申报为创建山西省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享商业繁华之韵

高红村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正是因为其独特

的地理优势，在这个承载着重要交通运输能力的三岔路

口多年来衍生出了众多小商小贩，周边村民抓住商机，就

近谋生，但同时也给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交通安全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为优化营商环境、精致村民生活，高红村迅

速规划修建了晋西商贸街，晋西商贸街占地近五亩，内设

四十二间商铺，每间商铺二十余平米，各商户可按自身营

业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商铺位置和户型。打造完成之

后，周边商户及小商贩抓紧时机、迅速入驻，并在短期内

获得了不少收入。借着晋西商贸街位置优越、环境优美

的东风，各个商铺发展越来越好，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

创业和就业。

2021年，在原有的商贸街基础上，高红村进行了提

升改造工程，对原有的街区进行了扩建。扩建占地总

面积 13余亩，进一步带动了农产品、新兴工业等融合发

展的新引擎。这一扩建给了更多村民机会，在商贸街

街口娃娃门市部门口，西瓜、杏、香蕉等水果和众多副

食琳琅满目，老板躺在摇椅上悠闲地等着客人的到来。

“晋西商贸街的开设优化了营商环境，对环境卫生

整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商贸街的开设也为这个路

口的交通安全提供了保障，我们将把晋西商贸街打造

成高红村甚至是薛村镇的一张魅力名片。”高红村党支

部副书记郝平星信心满满地说道。

看产业发展之劲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高红村以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为契机，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坚持产业先行，带动小

黄花成为增收的大产业，年产 2万吨腐竹厂加工项目上

马，实现“家门口”就业，大大激发了农村改革发展动力，探

索走出了一条具有高红特色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

子。

走进高红村黄花菜种植基地，青黄相间的黄花菜田

到处呈现出一片喜人景

象，一朵朵黄花菜含苞

待放，鲜嫩欲滴，随风摇

曳、美不胜收。黄花菜

属于精品蔬菜，种植简

单，耐干旱，易管理，高

红村因地制宜，打造了

30 余 亩 黄 花 菜 种 植 基

地。高红村种植的百亩

黄花菜是 2018年引进的

新品种，6月、8月皆可采

摘，亩产最高达 2000 斤

左右。再过不久，高红村的黄花菜就进入新的采摘期了，

采摘期长达一个月，并且周期集中，用工量大，可以就地

就近为 30多户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实现家门口就业。到

采摘时每天天一亮，高红村的村民就穿梭在黄花丛中采

摘黄花菜，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田间地头。

“‘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我们村种

植的黄花菜色泽鲜亮、花瓣肥厚、香味浓郁，具有较高

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保健功能，深受人们的喜爱。”

郝平星自豪地说，“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黄花菜产业发

展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农产品基地，同

时带动周边村民参与其中，增加农民收入，打造全村支

柱性特色产业，助推高红村高质量发展。”

小小黄花菜开出了致富的“金花花”，2021年招商引

进的腐竹厂更是铺就了高红村民的“富足路”。走进丰裕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车间内热气腾腾，虽是炎热

的盛夏，但工人们依旧热情十足。每个木格上蒸腾起满

是豆香的水汽，浓浓的豆香味扑鼻而来。泡豆、磨浆、滤

浆、煮浆、挑膜……各个环节熟练又迅速，一批又一批黄

灿灿的腐竹在生产线上成型，被输送到包装间。

这正是高红村为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以村企合

作模式支持上马的腐竹加工厂内热火朝天的生产场

景。高红村大力发展黄花特色产业，加快腐竹厂项目

发展进程，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还解决了村内

在家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进了村民增收致富。

品乡村记忆之美

高红村除大力发展现代产业外，旧村改造提升成

为陈列村史、追忆村貌的重要项目之一。旧村窑洞改

造及配套石砌墙经典建设，激发后辈热情，追思乡村记

忆，以文化人、睹物思人，已经成为了“看得见山，望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时代农村党建文化品牌。

走进高红村史馆，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里浓浓的乡

土文化和乡愁情怀。院外农村场景布局独特，10孔窑洞

修缮完整，红色记忆、发展历程、峥嵘岁月、乡里名人四大

部分分别布局在 8间展室。60余件展品和 100多张老照

片，以及老物件、老故事等形式，生动地展现了高红村的

历史变迁、人文风貌、乡土文化、时代精神等多方面的内

容。驻足观展，每个部分都让人流连忘返，感受到高红村

的历史人文之美、乡风古韵之美、乡村振兴之美，2021年

村史馆建成开放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高红村党支部书记田彦江自豪地说：“我们就是希

望能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激励村里的下一代，砥砺奋

进，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收集

各种旧物件，通过实物、图片等多角度记录高红村发生

的巨大变化。”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重要内涵是凝聚村民，村

史馆可让新老村民更好地凝聚起来。”田彦江说，“村史馆

对内形成一个乡村共同体，村民能从中汲取文化养分，对

外能使更多人了解高红村的历史文化和现代风貌，感受到

高红人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郝平星在帮忙收集老物件的过程中也有同感。“以前，

一些群众与干部似乎有隔阂感，建村史馆时，这种隔阂感

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兴

致都很高，老村民还会带动年轻村民一起参与。”他告诉记

者，村史馆建成后，村民们又多了一个聊天议事的场所。

夜幕降临，采访接近尾声，再次回到晋西商贸街，

在霓虹灯下，这里显得更为繁华，热闹的人群、香气四

溢的小吃，飘散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产业兴、乡风

好、百姓富的特色乡村就在眼前。

□ 本报记者 高茜

青山环抱黄河波涛，景色秀丽风光旖旎。

炎炎夏日，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吕梁段而行，越二

遂，跨三桥，顺黄河岸边，来到柳林县三交古镇。

作为三交镇中心村的三交村，曾是盛极一时的黄

河古渡口和陆运码头，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相

传，大禹治水，从此开始，黄河文化，从此发祥。因而

名胜佳景，令人留恋。近代，毛泽东在此东征，刘志丹

在此殉国，老区精神，可歌可泣。李自成当年曾于此

地 东 渡 黄 河 北 上 ，留 下 了 吞 吐 历 史 烟 云 的 闯 王 寨 。

1936 年 2 月红军东征在此地强渡黄河，拉开了北上抗

日的序幕。周恩来莅临此地，亲自指导建立了山西省

第一个红色政权。这里的红军东征坪上渡口纪念碑、

红军东征浮雕、刘志丹将军殉难纪念亭与三交红军东

征纪念馆等红色景点连成一线，共同见证了那段峥嵘

的光辉岁月。天然而成的黄河母亲峰终年栉风沐雨

守望在这里，酷似一位母亲斜卧，眼鼻耳发均栩栩如

生，非常逼真，被广大游客赞叹为“万里黄河第一人文

奇观”。

如今，三交镇政府利用三交村红色资源，借助红

色文化助推文旅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深入挖掘红色

文化旅游资源，最大限度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

业，促进红色文化旅游与绿色生态、历史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在挖掘红色资源过程中尊重历史、还原历史

风貌，推动红色资源在

保护中合理开发、在开

发中更好传承，让游客

在 旅 游 中 寻 觅 红 军 先

烈足迹、重温革命的伟

大与艰辛，进一步推动

了 三 交 旅 游 产 业 蓬 勃

发展。

去年，三交村依托

红军东征文化、黄河古

渡文化、传统古村落文

化成功申报省级乡村振

兴旅游示范村项目。该

项目主要修缮与建设刘

志丹将军殉难处、山西

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旧址、周恩来办公旧址、

三 交 镇 红 军 东 征 纪 念

馆、红三十军军部旧址、

毛泽民筹粮旧址、坪上村红军东征渡口遗址等七个区

域。目前，这几个区域的修缮与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

成，这进一步提升了三交旅游景区的档次。

跟随三交村村委主任刘贵平首先走进了村委办公

室，“省级文明村”“山西省 4A 旅游示范村”“乡村旅游

振兴示范村……”办公室内金灿灿的荣誉奖牌映入眼

帘，挂在墙上金光闪闪。刘贵平说：“我们村本身就游

客不少，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吕梁段建成后，来旅游的人

更多了，再加上去年竭力打造的红色旅游示范区很有

代表性，今年来的人就更多了。”

就像刘贵平说的那样，坐落在黄河沿岸的三交村

本就风景宜人，历史厚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

打卡。这里所开发的黄河母亲峰景区面积达 31平方公

里之大，冲浪里程达 15公里之长，力拔全国黄河旅游之

头筹，夏日里每天吸引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众多游

客。游客们乘坐游艇、快艇在这里的黄河大峡中尽情

冲浪，安全又刺激。快艇飞驰艇尾卷起的浪花拍打着

河面，与两岸的峭壁与奇石一起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据刘贵平介绍说，景区有大小游船 5艘，古渡货

运码头有 10 吨以下级的船 3 艘，年接送人员 5 万余人

次，三交村目前共有红色旅游文化相关公司数十家，每

年给当地创收红色经济 140万元左右，为三交村红色旅

游发展注入活力。

刺激的冲浪游玩过后，再去柳林县三交村红军

东征纪念馆建在山西省第一个红色政权———苏维

埃革命委员会旧址的四合院里走走，看看周恩来办

公旧址、毛泽民办公旧址、刘志丹实物展室、红三十

军扩军处、山西省第一个红色政权旧址、红军征粮处

等 14 个展室，既能享受到夏日的清凉，又能寻觅红

军先烈的足迹，好不惬意。纪念馆与黄河三峡景区

仅距 300 米，又与附近的红军东征坪上渡口、红军东

征强渡黄河天险浮雕、刘志丹将军殉难纪念亭等红

色旅游景点连成一条线，游人络绎不绝。馆内仅刘

志丹烈士的图片、信件、批阅的文件、会议记录和所

率 部 队 遗 留 下 来 的 实 物 等 革 命 文 物 就 多 达 500 余

件。开馆以来已接待了近 10 万参观者、旅游团 300
多批次。目前，三交村红色旅游示范区一个完整的

新格局已逐步形成。

母亲峰景区不远处，便是修缮完成的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老爷庙和古色古香的明清古街。满眼尽是古朴

的老店面、老旧的红石板路、旧式的门窗，让人仿佛穿

越时空，回到了过去的岁月。这条街道曾是古老的秦

晋商业街，昔日黄河沿岸熙熙攘攘，商船迎来送往，一

片市井繁华，如今在这修缮还原完成的黄河古道上，铺

垫于此的一块块石头仿佛都在诉说着千年前的昌荣。

走进老爷庙，听刘贵元讲述发生在这里的红色革命故

事，内心深受感动。

走着走着经过一面高墙，“保持部队品质，不失军

人斗志，勇立时代潮头，助力家乡发展”墙上 24个红色

大字十分引人注目。原来，这座墙后便是苏维埃革命

委员会旧址。这座院落历经岁月洗礼已破烂不堪，社

会各界先后筹资 200余万元于 2021年对旧址进行了修

缮、维护。目前已经投资 800余万元，今年更是开展了

布展陈设和红色文化培训基地建设等工作，所有工作

完成后可同时提供 60余人的培训及吃住服务。

回忆起 2022 年 6 月，三交村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

建设项目开工仪式时的场景，刘贵平感触颇深。“当时

县里许多领导都来了，大家都在帮助我们三交村打造

示范村，我作为村干部，更是责无旁贷。”看看现在的场

景，确实如他所说，三交村的每一处都已变成了网红打

卡地，村内沿黄路绿化、亮化、美化提升改造工程也已

显出成效，对红色旧址诸多修复措施不仅保护了革命

遗址，更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化，传承了红色精神，拓

宽了三交村迈向乡村振兴的发展新路。

万里黄河，奔腾依旧，红色古村，一改旧貌。曾经

商贾云集的水旱码头、经沧桑沉浮的古村落已成为如

今的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三交村从古至今都在见证

着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这里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

为。

柳林县三交村

红色古渡改旧颜 黄河岸边景象新

□ 本报记者 高茜

柳林县高红村

振兴再添强动能振兴再添强动能 重塑魅力新高红重塑魅力新高红
山路蜿蜒，群峰连绵。记者驱车前往前元庄村采

访，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生机盎然的发展景象。

沿路绿潮涌动，百鸟相鸣；村道两侧幢幢新居拔地而

起，错落有致；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食堂内，一道道家常菜

香气四溢；草木葱茏、秀色斑斓的时光里，前元庄百年教育

记忆展览馆里散发着浓浓的历史文化气息。

华丽蝶变，幸福加码

“现在的环境与旧村那时候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以前天全是灰蒙蒙的，到外面打一转，一身煤灰。现在

空气好了，道路整洁了，家门口漂漂亮亮的，我城里都不

去，就喜欢待在家里。”围坐在自家宽敞的庭院里，前元

庄村民康吉平谈及村里近些年来的变化笑得合不拢嘴。

如果不曾了解前元庄村的历史，很多人都会误以

为这座小村庄的美丽来自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020年 10月，前元庄人的生活迎来了大变样——

历时 6年零五个月、概算投资 2.3亿元、占地 132亩、建

筑面积 4.88万㎡的前元庄新村建设完工。

一栋栋层次分明的二层小洋楼错落有致，村内水、

电、暖、路、网全面接入；学校、红白理事厅、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等配套工程建设完成；植树绿化、垃圾不落地

的实施让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成为了村民的共识；村

内老人免费就餐特色服务，让尊老敬老的美德蔚然成

风；新栽植的 1000余株各类景观树和 3000余株花卉，

更是让前元庄成为了“四季有绿，三季有花”的花园式

新农村......
“现在村里的人居环境大幅改善，村民的环境保护

意识增强了，幸福感增加了。我最大的感受是大伙儿

的集体观、荣誉感也大大增强了。”前元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康东平感慨道。

立德树人，教育为本

跟随康东平的脚步，记者走进了前元庄百年教育记

忆展览馆。馆内的荣誉墙上，“二○二一年度‘五个好’

村党支部”“二○二二年度党建引领标杆村”“先进基层

党组织”等三十余块奖牌整齐排列，耀眼夺目。

经历春之萌发，才有夏之繁盛。

前元庄的百年教育历史是充实的、沉重的，也是欣喜

的，忧患的。在那个靠天吃饭、食不果腹的年代，伟大的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提到

的乡村教育方向，引起了前元庄村的深度思考。

于是乎，从第一个家庭学堂开始，前元庄村便不断

寻找着农村教育的出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前元庄村实验学校应运而

生。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指引，前元庄实验学校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教统筹、村

校一体等发展理念。随之，一大批农村教育理论家、实干家和热心教育事业、忠

诚教育发展的老师、知识分子们先行先试、大胆改革，带领着贫穷落后、固步自

封的前元庄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教联合发展之路。

百年教育历程，百年奋进探索，百年峥嵘岁月。老一辈的校长、老师早已退休、

转岗，不在村里任教，但传承下来的前元庄教育风气、教育理念、教育成果依然让人们

口口相颂。这个因教而兴、因教而盛的小村庄，在教育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下一步，我们将以前元庄教育品牌为契机，努力将新建的前元庄学校打造成

全县一流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以此吸引更多人才回归农村、发挥特长，让百

年教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谈及未来前元庄的教育发展之路，康东平满怀期待。

幸福驿站，老有颐养

沿着村道边走边聊，路一侧“生态休闲康养中心”的招牌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走进院内，十几位老年人正分成几拨儿下象棋、玩扑克、读书、聊天……欢

笑声回荡在院内久久不息。

为了更好解决村内老人养老问题，依托本村优质生态环境、便利的交通条

件和“五大产业区”的长远规划，2023年 6月，前元庄村建成了集健康养老、孤老

供养、康复托养于一体的康养中心，并同步成立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让更多的

孤寡老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乐。

“我们的康养中心共占地 2000 余平米，内设客房、康养室、阅览室、活动

室、门球场等多功能区域，可满足 60余人的康养需求。另外，我们还配备了专

门的护理人员，每天为这里的老人们测量血压、叮嘱服药；对于一些部分失能

老人，还会为他们进行按摩和康复训练。”康养中心负责人刘忠杰告诉记者。

在康养中心一楼走廊里，记者看到护士正在给高大爷测量血压。交谈中

得知，高大爷今年已有 75岁高龄，由于孩子工作太忙，平时难以照顾到老人，

经过全家人几番考虑和对比，最终选择了前元庄康养中心。

“现在在这里每天都能与一帮老伙伴一起拉家常，还有护工和护士每天照顾着，

不仅孩子们放心了，自己也过得舒心。”说起在康养中心的生活，高大爷连连“点赞”！

不知不觉已是临近中午，院外餐厅里饭菜的香味扑鼻而来，厨师们正忙着

准备午餐。走进餐厅，墙上贴着的“每周食谱”十分醒目，周一到周日的早中晚

餐在上面罗列得清清楚楚。

“今天吃西红柿炒鸡蛋和鸡腿，主食有饸烙面和米饭！”当下，村里越来越

多的独居老人习惯了就近“打卡”用餐，康养中心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安享

晚年的“幸福驿站”。

思路一变天地宽。康养中心的建成是前元庄村产业多元发展的一次探

索，也是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次积极实践。与此同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

成立，也让前元庄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美好愿景逐

步变成现实，“不离家、不离群、不离圈”的幸福变得触手可及。

发展理念的转变让前元庄村实现了华丽蜕变，也让这个小村庄找到了适合

自身的发展路径。据悉，康养中心与前元庄村民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本村村

民可在康养中心从事护工护理、卫生清洁等工作，如此一来，既促进了村民就业

增收，又为前元庄村乡村振兴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下一步，我们在做好养老‘兜底’服务的同时，将继续打造‘耕读传家、康

养新村’的党建品牌，按照‘一核三带五彩’工作路径，努力把前元庄建设成‘宜

居、宜业、宜学、宜养’的和美乡村。”

纤纤不绝林薄成，涓涓不止江河生。回望来路，每一步的发展跨越，都让

前元庄的振兴之路越走越宽阔。从百年教育老村到今日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走在奋进的康庄大道上，前元庄人信心满怀，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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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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