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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从中阳县城出发，一路沿着

蜿蜒曲折的道路向东南方向弓阳村行驶 40
公里，目光所及之处，林草繁茂,田园沁香,
村庄如画。

走进弓阳村，湛蓝的天空像碧玉一样

澄澈,苍翠的树木像卫士一样挺拔,干净整

洁的村落与这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一幢幢

尽显古朴优雅的农家小院，一条条层次分

明的道路，一道道错落有致的沟渠阡陌，房

前屋后树木环绕，一幅幅乡村美景映入眼

帘，令人心旷神怡，陶醉不已。

荒脊山梁换了新模样

谁曾想，在2016年以前，弓阳村还是一个

深度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属于典型的集体经

济“空壳”村。全村由弓阳、石板上等 7个自然

村组成，在过去，这 7个自然村中的 225户人

居住分散，水、电、路、暖的配套十分困难。

““20172017 年以来年以来，，中阳县委中阳县委、、县政府借助县政府借助

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东风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的东风，，大力推进脱大力推进脱

贫攻坚步伐贫攻坚步伐，，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依托周边依托周边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在我们移民的

新村科学布局规划了建筑面积共计 80余亩，

以农家别墅小区为主风格的移民新村。”沿

着村里的羊肠小道，弓阳村党支部书记郭士

峰一边指着农家小院一边对记者介绍说，

2018年，我们村的移民户全部搬入农家小院

时，就连城里人都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在基础设施修建上，弓阳村还配有标准

的停车场、村民休闲娱乐的小广场、凉亭，建

有图书室、棋牌室等文体活动场所。夜幕降

临，华灯初上，整个村子里伴随着轻快的音

乐，弓阳村的男女老少们相约着聚在一块，

广场舞跳起来，秧歌扭起来，和着清新的微

风，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别提有多惬意。

弓阳村在 2018年被中阳县委、县政府授

予“脱贫攻坚先进村”，在 2018年《山西省旅

游扶贫示范村工作方案（2018-2020）》中，弓

阳移民新村被列入山西首批 100个旅游扶贫

示范村。2020年被评为山西省乡村旅游示

范村，2021年被评为山西省美丽休闲乡村。

小木耳释放了大能量

如何让搬迁群众扎根新家园如何让搬迁群众扎根新家园，，鼓起钱袋鼓起钱袋

子，成为弓阳村做好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一手抓乡村旅游、一手抓木耳产业。”

郭士峰说，对村里的老百姓来说，搬迁不仅

仅是得到一套新房、换一个生活环境，更重

要的是要让群众稳得住、有产业、有奔头，

让老百姓心中有底气，才是群众对易地移

民搬迁最大的肯定。我们村这几年积极探

索“食用菌+养牛”“光伏+旅游”、中药材种

植等特色产业，并坚持把黑木耳种植作为

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对我们来说，种木耳现在是最重要、

最有发展前景的事了。既能挣钱，又不耽

误种地，还能学技术，可以带动乡亲们增收

致富。”村民高贵林一提到黑木耳，脸上都

洋溢着无比幸福的笑容。

“看，这个王建军又蹲在他的基地里采

木耳哩。”郭士峰指着王建军的方向说道。

王建军是弓阳村的黑木耳种植户。此

前，他一直在中阳县城以打工为生，多年在

外打工受了不少苦。2019 年，他听说村里

有人通过种植黑木耳而致富后，隐隐看到

了希望。

当年中阳县里对黑木耳种植户出台有

多项优惠奖补政策。“两块多钱的菌棒，补

贴 下 来 只 要 五 毛 四 分 钱 ，每 亩 地 还 补 贴

3000 块，这么好的政策还有啥可犹豫的。”

王建军仍记忆犹新。

2020年，在家人和朋友们的鼓励下，王建

军回村承包了7亩土地，开始黑木耳种植。没

承想，当年的收入就达到近12万元，这可比打

工强多了，王建军顿时信心满满。2021年至

2022年期间，王建军继续扩大了种植规模，种

下将近 30万棒菌棒，不仅为自己带来了可观

的收入，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

黑木耳种植和采摘属于劳动密集型作

业，劳动力需求量大。每到夏季繁忙的时

候，种植户都会雇人劳作，从而解决了部分

村民家门口就业问题。

““刚搬到移民新村时刚搬到移民新村时，，我最担心的就是我最担心的就是

‘稳不住’，但现在好了，我不仅在新村做清

洁工，还在村里的种植园区和黑木耳基地

帮忙采摘、打扫卫生，一天挣 120元，从夏季

木耳产出时到秋季，能忙三四个月，这几个

月差不多能挣 1 万元左右。”正在王建军基

地里采木耳的弓阳村村民陈福生说。

力同心绘就乡村振兴

党建引领产业兴，群众生活富起来。

弓阳村党支部提出了“党建+产业”发展定

位，在传统养殖产业的基础上，发展了黑木

耳种植产业，到 2022年黑木耳种植达到 620
万棒左右，占到中阳县木耳种植十分之一

以上，带动 36 户木耳种植户 300 多人脱贫

劳动力稳定就业，实现产值 2000万元以上。

除此之外，该村党支部提出“党建引领

促生态旅游”战略，以山村风貌及自然景观

为吸引力，立足于向游客提供“吃、住、行、

游、购、娱”全方位服务，让游客赏田园景、住

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让

老百姓的移民房变成“产业房”“致富房”。

目前，弓阳村旅游示范村建设已初具

规模，以后将实现全民兼农，全民兼商，带

动村民持续增收，实现生活富裕，探索出一

条符合弓阳村农业、加工业、旅游业融合发

展的乡村可持续发展致富之路。

“弓阳村将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区位

优势，协同推进上顶山旅游风景区周边建

设，开发上顶山原生态休闲旅游区，坚持黑

木耳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在中阳县委、县

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在全村广大群众的支持

和参与下，正沿着乡村振兴的致富路阔步前

行。”郭士峰对往后的发展信心十足。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站在新

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弓阳村正在以更有

力的举措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高加快农业高

质量发展步伐质量发展步伐、、乡村宜居宜业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农民富裕富

足足，，谱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谱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 本报记者 王洋

中阳县弓阳村

五年时间五年时间，，小村落变了小村落变了““大模样大模样””

“丘坡英红彩霞茫，垄埂千层染芬芳，

游蜂戏蕊花千树，蝶舞牡丹第一香。”

盛夏时节，从中阳县城出发，驱车 7.5
公里，就能领略到被《神圪 赋》浓墨重彩描

绘的胜景。热闹的小吃一条街、象征丰衣

足食的瓮墙、充满中阳特色的剪纸馆、承载

红色记忆的英雄纪念馆……仿佛都欲争相

向游客讲述这个“穷乡僻壤”变身“旅游名

片”励志故事。

2017年以来，乘着脱贫攻坚战略实施的

东风，神圪 村以“一种信仰，二栽理想，三权

分置，四业兴旺”的总思路，布局启动了“旅

游＋创新型农业产业、旅游＋文化教育产

业、旅游＋体育产业、旅游＋健康养生产业”

四大产业，以乡村旅游为核心，带动其它产

业共同发展，做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无缝对接，推动群众增收致富，壮大集体

经济。目前，已发展成为中阳县乡村振兴战

略示范村、吕梁市美丽宜居乡村示范村、山

西省旅游扶贫示范村、山西省AAA级乡村旅

游示范村和山西美丽休闲乡村。

政策东风拂山乡

“发展乡村旅游，虽然有政策的支持，

但我们也事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因

为我们村林木覆盖率达 60%以上且背靠中

阳县军山国营林场，自然环境优越，空气质

量优，又有 757 米的深井优质水资源；距离

中阳县城不远，距即将建设的西纵高速出

口 2 公里，交通条件便利；原民居院落依山

而建、布局合理、错落有致，具备进一步改

造提升的空间，村风民风淳朴、群众基础

好。构成了我们发展旅游的优势。”7月 14
日，看着眼前早已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下

枣林乡神圪 村党支部书记张彦平回忆道。

神圪 村位于中阳县下枣林乡东部 2
公里，面积 3.2平方公里，由神圪 、贝坡、麦

地 3个村组成，全村人口 141户、365人，耕

地面积 1950 亩，林地面积 1420 亩，核桃种

植面积 1050 亩，农业主产是玉米、土豆、谷

子。脱贫攻坚战打响之际，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贫困人口为 63户 156人。虽然属

于农业村，但优越的地理条件，为村民们摆

脱贫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17年，在全市

各地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鏖战的时候，该

村就实现了整村脱贫。

虽然率先摆脱了贫困，但毕竟脱贫攻坚

的政策东风已经吹拂进来，驻村工作队也带

着各种资源来到了村里，新的发展思路也跟

着开始酝酿。在不断落实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产业帮扶政策，持续夯实脱贫根基的基

础上，该村借助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力量，依

托优势，着眼长远，定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宏

伟目标。借助政策的东风，该村投资 45.5万

元，完成了 1.3公里村通路的提质改造，将原

道路拓宽至 3.5米；投资 800余万元修建旅游

公路，把神圪 旅游乡村和军山森林公园连

接起来，实现了神圪 和军山旅游资源的深

度融合。为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接待能力，

还对村口荒沟荒坡进行了推平修整和林木

换种，共填方 7000 余平方米，栽植香花槐

3700余株，坡面 6200余平方米，栽植紫穗槐

20000余株。一系列的环境美化，使得原来

的荒沟荒坡变成了绿树花海。

“我们还以带资入股的方式入股紫云

牧业有限公司 107 万元，每年保证村集体

6％收益，目前还在分红；2020 年光伏扶贫

集体收益 39万元。”张彦平告诉记者。

四大产业促振兴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开始营业，村里免

费提供的经营场地，因为离得县城近，加上

环境优美，每天都有不少过来光顾的客人，

一个月的营业额差不多能有五万元。”人间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神圪 村精心打造

的美食一条街上，许靖宇的烧烤店赶上了

逐渐火热的夜市经济，也在忙碌的夏日晚

风中，感受着乡村旅游的巨大能量。

2017年，在实现整村脱贫后不久，神圪

村就制定了乡村振兴五年规划，以“一种信

仰、二栽理想、三权分置、四业兴旺”的总思路，

布局启动了以乡村旅游牵头的“四大产业”，

以实际行动回答脱贫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四大产业中，“旅游＋体育产业”率先

擦亮品牌。2018年 5月和 2019年 9月，神圪

村依托特有的山势，成功举办了两届“英

雄吕梁”山西·中阳·神圪 越野摩托比赛，

来自河南、河北、重庆、内蒙、青海等 15 个

省、市、区的 1000余名摩友参加巡游，120余

名参赛选手展开角逐。2018年 8月和 2019
年 9 月，又举办了两届山地马拉松越野赛，

1440 余名选手在神圪 展现风采。据统

计，仅这两项体育赛事就吸引旅游观赛群

众达到了 10万人次。接连举办高规格体育

比赛，既聚拢了人气，又打响了知名度。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如何延续乡村文化

血脉是绕不开的难题。“2019全国唢呐年会”

走进神圪 村，50位全国唢呐名家、100多位

吕梁艺校唢呐师生齐聚于此，共同吹响了乡

村振兴进军号。为推动村子实现文旅融合

法发展，神圪 村举办了两届乡村旅游文化

节和美食节，2020年 9月 20日，还组织了首

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神圪 ·乡村旅游发展

论坛”，6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共聚于此，探讨

和展望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路径和前景，取

得了丰硕成果，发布了《神圪 宣言》。

“这几天，为进一步丰富旅游项目，我

们正依托神圪 村背靠军山森林公园，自然

环境良好、空气清新的优势，规化建设一个

儿童乐园项目，预计本月就将完成，力争赶

上暑期的旅游热潮。”神圪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王红梅介绍说。

创新模式富乡亲

作为一个外来媳妇，范巧兰不会想到

这个被自己称为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会经

过时代的洗礼，成为一张闪亮的旅游名片，

更不会想到自己在耳顺之际，会成为村里

一名最出名的创业者。

“现在，我家的房子都被装饰一新，旅

游路也通到了家门口，每次村里搞活动，一

天能来个几千游客，店里卖的碗托、饮料和

面食很受欢迎。”坐在自己的便利店里，范

巧兰感慨道。

村里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村民们带来

了不少商机。中阳县神圪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村里的旅游开发后，采用“农户+
集体+企业”的合作模式，引导村民积极参

与乡村振兴。在合作初期，旅游公司先出

资改造 10 户村民旧居，完工后与之订十年

长期合同，以改造部分价值代替合同期分

红；到期之后，收益由企业、村集体、村民三

方按照相关比例再行分红，按照目前企业

效益预估保守收益 5000 元。同时，在项目

建设和企业运营方面优先聘用本村村民，

目前已有 32 人从事建筑、清洁人员、财会、

厨师等岗位，年均收入 2200 元 -3000 元。

看到游客不断涌来，村民们抓住机会，开办

了 2 家农家乐，乘上了乡村振兴的快速列

车，实现了增收致富。

2021年，神圪 村与尚养桃园项目、军

山森林公园、下枣林乡沿林 3个村委有机结

合，衔接西山循环公路，以特色农家院落、

特色农家饭等文化生活体验为品牌，形成

农家体验、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的 30公里观

光圈，成为中阳县周边群众康养寻趣、生态

旅游的后花园，进一步提升了全县人民的

生活品质，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目前，组团赴我们村参观团体超过 57
个，观赛及游览散客约 25万人次，带动本村

20多个劳动力临时收入 1万元左右，辐射周

边 5 个行政村 200 多户村民年均增收 5000
多元。”张彦平介自豪地说。

浩荡征途风正劲，重任千钧再扬帆。在

乡村振兴和美丽幸福吕梁建设的新征程上，

神圪 村以“公司运营、股权改革、共同发展”

的运营模式，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扩大了村民在旅游产业中的参与度，实现了

发展过程由村民共创、发展成果与村民共享

的目标，以崭新的工作成效和姿态，描绘出

一幅自然与人文和谐发展的动人画卷。

“您家的院子收拾得可真漂亮。”

午饭点刚过，记者走进柳林县高家沟

乡白家塔村村民景改应的家，一进门

就被丰富多彩的颜色吸引。菜园里，

青辣椒和紫茄子正茁壮成长，整个小

院透着干净、整洁，一幅美丽乡村的画

卷跃然眼前。

“村里家家户户的庭院都很漂亮，

我这还不是最好的呢！”景改应笑着对

记者说。

对于白家塔村村民来说，在自家

宅院附近的地里种菜、种花、种果树早

已是每家每户的“标配”。近年来，白

家塔村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

因地制宜实施“家庭菜园”建设，在村

民房前屋后打造了一片片生态“小菜

园”“小花园”“小果园”，形成了一派自

然和谐的美丽田园景象。

放眼望去，镶嵌在白家塔村民们

宅前屋后的“家庭菜园”，凝聚着白家

塔建设美丽乡村的智慧，也装点着村

庄的一角一隅。

白家塔村位于柳林县城西南处 18
公里，薛三线、车裴线、贺惠线三线依村

而过。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副模样。

“那时村里还是土路，村民庭院脏

乱差，房子里没有通下水，家家用的是

旱厕，年轻人因嫌弃农村环境差都搬

到了城里生活，许多庭院被闲置。”白

家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白雪峰

告诉记者。

最近几年，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的整体推进，白家塔村面貌焕然一新。

村里道路变得整洁宽阔，两侧栽植了花

草树木，家家户户都通了互联网；乡中

心卫生院、派出所、农业技术服务站纷

纷驻扎；村内能容纳近万人的乡村大舞

台、容纳千人的便民理事大厅和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等一应俱全。

“这两年村里可是大变样了，不仅

有了公厕、小广场，还安装了太阳能

灯，夜间串门时再也不用走黑路了。”

谈到村里这些年的可喜变化，村民白

金旺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近年来，白家塔村不断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持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精

神动力。

跟随白雪峰的脚步，记者走进白

家塔村乡村记忆陈设中心。一段段文字、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

数字档案，共同讲述着白家塔的发展历程。“希望通过‘乡村记忆

陈设中心’能将白家塔的民俗文化、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展示给

子孙后代，激发白家塔人建设幸福美好家园的热情。”白雪峰说。

从乡村记忆陈设中心离开，记者来到了白家塔村的菊花种植大

棚。大棚里，一株株菊花正含苞待放，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花香。

“前阵子，第一批菊花已经采摘上市，采的虽然是花骨朵，收

获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站在菊花大棚里，指着一垄垄菊

花，白雪峰脸上露出笑意。

说话间，不远处大棚里一个忙碌的身影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走近去看，村民白永福正窝在大棚里查看菊花长势。

“以前我在县城花店打工，收入也不稳定。后来村里有了好

政策，修起了大棚，我就承包了 3个大棚开始种植鲜花。经过几

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承包了二十个大棚，年收入固定在 30多万

元。”大棚里温度高，说话的一会功夫，额头上沁出的豆大汗珠顺

着白永福的脸颊直往下淌。

2018年，白家塔村在完成土地确权工作的基础上，全村 156
户、2103亩撂荒土地以入股的形式流转入柳林县萌兴红枣系列

专业合作社。土地的集中使用，使菊花、西瓜、朝天椒、山地大棚

蔬菜等特色产业得以成片种植，不仅进一步拓宽了白家塔村民

的增收渠道，也有效助推了乡村振兴进程。

“土地流转后，既解决了村里土地长期撂荒的问题，农户们

也可以放心外出打工，村里的闲散劳动力也有了去处。”一想到

过去的撂荒地如今变成了“致富地”，白雪峰打心眼里高兴。

农民有收益、土地见效益。几年来，在合作社的有效组织

下，白家塔村铺开的产业项目已经逐步开始体现收益：20 亩花

卉基地带动脱贫户 26户 52人户均 1.9万元/年的保底收入；80亩

蔬菜大棚带动脱贫户 66 户 81 人户均增收 1.8 万元/年的保底收

入；500 亩的旱地辣椒带动脱贫户 78 户 121 人户均 2 万元/年的

保底收入；100 亩红枣科技示范园、900 亩红枣标准示范园车道

沟农贸市场提供就业岗位 45个，共计收益 70余万元……白家塔

村盘活土地资产，盘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气象，更盘到了群众的心

坎上。

近年来，随着“生态游”“周边游”“乡村游”持续走热，乡村旅

游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白雪峰逐渐意识

到：乡村旅游一定大有可为。

“只要想办法盘活文化旅游资源，用好用活政策，乡村振兴

就在眼跟前。”近年来，白家塔村在大力发展大棚产业的同时，依

托本村特色区位优势和生态资源禀赋，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休闲

农业、农文旅融合等要素，不断开拓乡土文化，培育休闲观光、种

养结合的旅游资源，开设乡村旅游体验活动，进一步打响了白家

塔的知名度。

白家塔的振兴之路，远不止于此。“未来，白家塔村将按照

‘党建统领、土地全流转、产业全覆盖、脱贫户全联结、村民全收

益’的产业发展思路，围绕传统村落、红色文化、农贸市场和特色

山地农业产业，持续做强花卉基地、优种蔬菜、湖羊养殖，做优助

农电商集散地、农业研学基地、乡村旅游示范点，让白家塔的乡

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白雪峰满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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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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