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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特刊

方山有个前东旺坪，名气很大！

今夏入伏第一天，虽上无纤云，下无微

风，但从离石出发驱车前往方山县，并未觉得

闷热难当，酷暑难耐，反倒空气中仍有一丝清

凉。道路两旁草木茂盛，绿意盎然，一小时左

右，前东旺坪村赫然呈现眼前，颇有一番“曲

径通幽处，豁然开朗处见村庄”的感觉。

近些年，前东旺坪村依托美丽乡村建

设，积极探索“产业+休闲旅游”的发展模式，

积极探索村集体增收致富之路，逐步打造出

了集农事体验、采摘、观光休闲、渔乐垂钓等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产业兴旺村，已

然成为方山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村庄变了新样子

前东旺坪村是横泉水库移民村，东依烧

炉山，西临横泉水库，依山傍水，环境优美。

走进村里，一排排农家庭院新颖别致，一条

条村巷道路干净通畅，随处可见的大小垃圾

桶在分类亭里干干净净地放着。

“为优化环境构筑生态美丽新村庄，我

们把削土的平坡和填好的沟、地都进行了美

化亮化工作，并且委托专业的物业公司统一

管理村巷卫生，垃圾处理实行垃圾处理实行‘‘户分类户分类、、村集村集

中中、、镇转运镇转运’，’，开展开展‘‘五好五好’’庭院创建庭院创建，，村容村村容村

貌明显改观，大家都住着舒心、开心。”前东

旺坪村党支部书记薛永生自豪地介绍着。

正如薛永生所说，去年方山县在前东旺坪

村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村里抓住这一契

机，将各种颜色的垃圾桶置放在美丽环境之

中，把垃圾分类亭打造成了村里景点之一。通

过村里的大力宣传，现在村民们都知道垃圾分

类的要求，并且都会按照要求进行投放。

碰到扔完垃圾的老高，热情邀请记者去

他的小院。老高的院子在村口第一排第一

户，院外布置别有一番风味，推门而入，真是

别有洞天。整个院子铺满了简单大气的灰

色地砖，一盆盆绿植生机盎然，分别摆放在

小院四周，院子中间的豆角、黄瓜都已结得

满满当当，红瓦、白墙、蓝天等各种美丽元素

交织在一起，让这个小院拥有了超凡脱俗的

气质。进入室内，家居物品摆放整齐，精致

的古法缸内几条小鱼自在地游着，绿萝枝繁

叶茂，处处给人清新雅致之感，也似乎向来

访的人们诉说着主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我本在市里工作生活，退休后儿女给

置办的这个小院，这里环境好，待着舒服！”

老高高兴地说道。村委工作人员介绍说，老

两口每天都会把庭院收拾得干净利落，屋内

物品擦拭得一尘不染，家具摆放错落有序，

窗明几净，一来他们家舒心的生活气息扑面

而来。一户庭院就是一处风景，家家户户便便

串成串成了美丽乡村。

致富添了新路子

一进村庄，村口一幢幢白色钢架结构的大

棚排列有序，连成一片，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

光，大棚内西红柿、豆角、茄子、黄瓜、辣椒……

各色蔬菜长势喜人，村民喜滋滋、笑吟吟地穿梭

其间整枝、掐条、浇水一派繁忙景象……

走进种植户薛艳军的蔬菜大棚，一排排

绿油油的藤蔓上挂满了一根根饱满的黄瓜，

他随手摘下一根掰开，递给我们，爽口清脆，

十分好吃。他告诉记者，今年他承包了两个

大棚种植西葫芦、西红柿、黄瓜、豆角等，西

葫芦前段时间已经收了 2000 多斤，在城里

卖了好价钱。“大棚蔬菜种植就在家门口，苦

不重，收入稳定，今年赚了点钱啦。”薛艳军

一边查看成熟的蔬菜，一边喜滋滋地说。

今年正月，前东旺坪村以项目资产租赁

方式，将村集体建设的 8个温室大棚租赁给

有种植经验的村民，发展规模种植的同时，

引导农户种植绿色蔬果，请专业人员进行杀

虫、种植等指导，采取村民自销的方式盈利，

这一大棚项目，不仅鼓了百姓钱袋，也实现

了土地效益的增值和村集体收入的增加。

放眼望去，摘菜的村民、一座座蔬菜大

棚和棚里的绿色蔬菜，显得分外夺目，这场

景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大棚种植范

围，做大做活做优大棚蔬菜产业，动员更多的

村民参与进来，让大棚蔬菜老产业焕发新生

机，进而实现壮大村集体经济、群众增收和推

动乡村振兴。”薛永生信心满满地说道。

旅游多了新去处

提起吕梁的乡村旅游地，前东旺坪必须

榜上有名。有很长一段时间，吕梁市区“周

末方山庄上见、前东旺坪庄上 山水田园欢

迎您”的广告随处可见，吸引了来自近郊、远

方的客人，远离城市的喧嚣，来游玩赏景，尽

享美丽静谧的田园风光享美丽静谧的田园风光，，好不惬意好不惬意。。

从 2018 年开始，前东旺坪被确定为美

丽乡村示范村，2019 年开始累计投资 1580
余万元，建成了民俗馆、茅草观景台、八岔沟

钓鱼台、浮桥、儿童游乐园，打造了七彩瓜

廊、农耕文化广场、茅草廊、八叉沟木栈道和

景观木平台等景点供游客游乐、参观。

站在茅草廊观景台上，青山如黛，碧水似

镜。蓝天白云下，横泉水库波光粼粼，碧波荡

漾的水库四周，树木葱茏。在这里登高望远，

虽是酷暑夏日，但微风扑面仍使人心旷神怡

美不胜收。不远处，人行木栈道特色分明，行

至此处，停下车走一走，领略一下大自然的风

景，欣赏一下天然形成的八叉沟钓鱼台美景，

美哉乐哉。走进民俗馆，村史民情、新村愿

景、留住乡愁等内容详实丰富，激起人们浓浓

的乡愁。儿童乐园里，各种秋千、攀爬滑梯、

旋转飞椅等游乐项目设施完备，让人仿佛走

进了一个童话世界。今年“五一”期间每天游

客达到 5000多人，有力带动了村民的收入。

走进村里，入目之处皆是景。蜿蜒曲折

的木栈道、写满故事的民俗文化馆、充满欢

声笑语的儿童乐园、原生态的美丽乡村风

貌、错落有致的庭院和波光粼粼的水库，让

人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现在村里与山西蒲谷香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委托运营，计划下一步实施水上高

尔夫、水上射箭等水上乐园项目，开展生态

休闲、旅游观光、健身运动等活动，发展餐饮

住宿、田园采摘、民俗体验等于一体的乡村

旅游产业，让村民人人有事干、家家收入增，

努力走出一条以旅兴村，以旅富民的高质量

发展路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薛永生这样

勾勒村子的发展前景。

春天，春暖花开，漫步村中，闻着醉人花

香。夏天，绿草成茵，树木青翠欲滴，村庄到

处散发着生机与活力。秋天，红彤彤的枣

子、金黄色的玉米鼓起农民致富的“钱袋

子”，托起农民致富梦。冬天，莽莽苍山、皑

皑白雪、寂寥空旷、宁静深远，静谧祥和，前

东旺坪村春夏秋冬都有着不同的韵味，俨然

已经成为了水库畔上的一张新名片已经成为了水库畔上的一张新名片，，成为了成为了

人人愿意来的人人愿意来的““市市””外桃源外桃源。。

□ 本报记者 高茜

方山县前东旺坪村

水库畔的水库畔的““世外桃源世外桃源””

盛夏午后，走在庄上村蜿蜒曲折的步道

之间，凭栏左望是碧波盈盈的横泉水库，右

看是整齐有序的房屋、干净整洁的院落，村

口树荫下村民们三三两两闲谈休憩，空气中

弥漫着清新甘甜的瓜果香，恬静雅致、温馨

和谐的农家生活让人不禁流连忘返。

坐落在圪洞镇的山头上，这个昔日因横

泉水库建设才形成的移民村，如今已成为远

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

“移”出幸福生活

庄上村是吕梁市横泉水库移民新村，位

于方山县城以南 7公里处，209国道东侧，紧

依横泉水库，村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近年来，庄上村先后被授予“美丽宜居

示范村”“文明和谐村”等荣誉称号。

2008 年，为了支持横泉水库建设，在镇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庄上村实施了水库

移民搬迁工程，对移民户住房进行了统一规

划设计和组织修建，当年 5月份开工建设，10
月份村民就全部搬进了新居。

“房子盖得挺好，各家各户都挺规整，大

砖房不仅亮堂，而且住着也放心，不像老房

子下大雨就担心。”住进了新房子的庄上村

人个个满心欢喜。

如今，走在庄上的硬化道路上，就会看到

每隔一段距离，路边都会有一个垃圾桶。村

民李秀萍正坐在路边的树荫下，悠闲地和邻

居拉家常，提到现在的日子，李秀萍喜笑颜

开：“环境越来越美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村里空气清新，环境也优美，一点不比

城里差！”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严海平颇

为自豪地说。近年来，庄上村按照美丽乡村

建设要求，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深入开展环境

综合“六乱”整治，打造一花、一草、一庭、一

院皆风景的美丽乡村。

结合横泉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村

内发展的实际情况，庄上村对全村上下水进

行了提质改造，并新建了一座污水处理站集

中收集处理全村排放的污水，实现了污水排

放达标、饮水安全达标。此外，在全村范围

内设立了垃圾分类收集点，对垃圾进行分

类、集中处理，进行农村厕所改造和煤改电

取暖工程，并对村内房屋进行立面整治，统

一铺设了树脂瓦装饰院落大门。

“现在的厕所既明亮又卫生，还安上了

热水器和淋浴，比以前方便多了，我们一家

人都说好。”村民王丑镫家的门口挂着“星级

文明户”的牌子，他自豪地说：“我们村现在

越建越好，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大家的生活

越来越好啦！”

如今，庄上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吸引了

众多乡贤回村，如石投水，激活了乡村振兴

的“一池春水”，迸发出了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的生机与活力，让人心驰神往。

“转”出发展动能

眼下，正值万物生长的时节。沿着村道

步行几分钟，一排排整齐的蔬菜大棚便映入

了记者眼帘。

走进村民任全喜承包的春秋大棚，西红柿

微甜的香气扑面而来，红绿相间的果实挂在一

米多高的藤上，任全喜正熟练地将成熟的西红

柿轻轻摘下放进筐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最近几天，任全喜一直在棚里忙着采摘

西红柿。“你看，这些西红柿现在就能采摘

了，今年的西红柿价格不错，能有个不错的

收成。”任全喜满脸笑意地招呼着记者。

“他可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

他种植的西红柿产量高、口感好，一点也不

愁卖。”严海平介绍道。

2018年，庄上村水库移民搬迁工作顺利

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乡村建设工作和千

头万绪的村内事务，如何发展村集体经济、

增加村民收入成为摆在严海平面前的一道

难题。

横泉水库移民以来，土地成了村里仅

有的资源。为此，村“两委”审时度势，在确

保村民耕地每人 2.5亩的前提下，村集体保

留了 700 多亩集体耕地，通过土地流转创

收、蔬菜大棚增收和成立造林合作社带收等

多种途径来实现产业富民。

2018年，村集体出资修建了 24个春秋大

棚，免费分配给村内 96户村民种植西红柿、

西葫芦等蔬菜，由 4户农户联合经营管理一

个大棚，每个大棚年可收入达 8000余元，户

均收入 2000余元。去年，村集体又新建了 16
个大棚，进一步扩大了大棚种植产业规模。

此外，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

方式，庄上村发展的 3个造林专业合作社带

动了 150个农户增加工资性收入，年人均收

入可达 10000余元，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不竭

的内生动力。

聊起来如今的生活，村民杨全喜满脸笑

容：“现在我平时主要在造林合作社里工作，

再不像以前起早贪黑在田间地头忙碌了，收

入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从前撂荒的土地，如今充满了新的生

机。庄上村的土地流转，“流”出了生机，也

“转”出了发展的无穷后劲。

“旅”出振兴之路

炎炎夏日，漫步庄上村花海摄影基地，

仿若五彩斑斓的海浪在眼前翻滚，粉的甜

蜜、紫的浪漫、黄的明艳、白的高洁与蓝天白

云绿树交相辉映，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一

般；卡丁车基地里，一排排整齐的卡丁车停

放有致，游客们正在挑选着各自的装备，准

备来一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体验”。

如今，庄上村靠着实干发展起了花海摄影

基地、卡丁车基地、特色民宿、露营烧烤等众多

特色产业，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

“我们庄上风景好、‘颜值’高，现在不少

人在闲暇时间都会来这里旅游。”庄上村村

民李年成说。

走进民宿“山水农庄”，院内绿植随风舞

动枝叶，花儿绽放着最美的姿态，枝蔓已迫

不及待爬上了篱笆，这些看似无意随心的景

色，都带有悠然自得的韵味。

“我家曾经是村里最偏僻的一户，现在

简直是大变样了。”民宿主人张学务说道，现

在村里成了“网红打卡点”，再加上各色各样

的特色休闲项目，游客们都流连忘返，自己

的民宿也跟着热闹了起来。

近年来，庄上村大力发展文旅产业，2022
年村集体打造的在水一方·版画民宿，以“品

土味”“住土炕”为特色，既满足了人们亲近乡

土自然的旅游消费需求，又持续带动当地村

民增收就业；此外，利用横泉水库水面风景修

建开通的 1.3公里步行道和 2.6公里车行道，

更是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打卡”。

生意好，“钱”景就好。现在，庄上村的

村民都有了好去处。家门口做服务员、当保

洁、开小吃摊成了村民们的新选择，越来越

多的人吃上了“旅游饭”。

村子美了，游客来了，村民富了，村集体

经济“活”了，文旅兴村的美好愿景正逐渐成

为现实。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水上乐园、彩虹

滑道、小吃营地和烧烤露营基地等娱乐项

目，并配套建设一个 5400平方米的停车场，

把庄上建设成一个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

和美乡村，吸引四面八方游客。”严海平信心

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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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笑

在吕梁

“城南十里，湫河西边；池塘天

生，碧水盎然；青草绿树，地涌甘

泉；王氏迁临，择此而安；苇苗离

离，粽席特产；人杰地灵，绿水青

山。”在临县县志中，短短几句话，

凝练概括了临县前青塘村优美的

自然环境，久远的建村历史，独特

的特色物产。

资源禀赋独特 旅游发展兴旺

前青塘村始于元代，更名于明

代，鼎盛于明清，集历史、资源、建

筑、教育、文化于一体，地处临县中

部，西依凤岭山，东临湫水河，区位

优越，是资源丰富的历史名村。前

青 塘 村 拥 有 不 同 型 置 四 合 院 24
院、厦楼 13座，以正太街、牌楼街、

府门街、戏楼巷等几条街巷呈“王”

字形构的传统民居。村内还有始

建于 1912 年的天主教堂，距今已

有 100 多年的历史。前青塘村不

仅历史久远，红色革命历程也同样

灿烂。这里曾有中央 17团、51团、

52 团和中央后委、晋绥军区第一

野战医院先后驻扎，8人南下参与

大西北解放，23人参加解放战争，

9人参战抗美援朝。1948年，中央

后委和西北局在临县驻扎，为新中

国 诞 生 做 出 重 大 贡 献 。 在 1945
年—1948年，晋绥军区野战 (民众)
医院曾驻扎于前青塘村，这里治好

了一位位冲锋在前线的战斗英雄，

也送走了一位位为革命流血牺牲

的英烈。当年，住院医治的伤病员

因抢救无效死亡人数达上百人，无

人认领或无名烈士现埋葬在村南

奉天寺坡底，约有三四十位。民族

英雄续范亭病逝于前青塘村并在

此 举 行 追 悼 会 ，后 埋 葬 于 青 塘 ，

1950年迁葬于太原市双塔寺烈士

陵园。湖南省原地下党省委书记

刘文烈士也是在此病逝并安葬于

青塘，2019 年迁葬于晋绥解放区

烈士陵园。据统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青塘村共安

葬革命烈士 200余名。这段珍贵的红色记忆，始终铭刻在青

塘人民心中。

独特的明清古建，和谐的宗教文化，珍贵的红色事迹，为

前青塘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青塘村根据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了苇子工艺品编织、水稻种植、鱼塘垂钓、特色

民居旅游、农家乐等产业，采摘园、观光桥、小吃街、水上乐园

等农业旅游和观光娱乐项目先后建成，初步形成了集采摘观

光、游玩娱乐、民宿体验为一体的休闲农旅模式。该村先后被

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旅游扶贫

示范村”。

炎炎夏日，村里的水上乐园吸引了众多游人在这里游玩

戏水，采摘园里全是前来体验生活的少年儿童，小吃街上熙

熙攘攘的人群正在感受乡村美食。村民们足不出村就享受

到了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所带来的红利。

发展粽子产业 蹚蹚出致富新路

前青塘村因水而名，村中有一泉眼，人称“海眼”，清澈的

泉水常年奔涌，汇集成塘，于是前人起名“青塘”。正是因为

“青塘”的存在，使得该村盛产的苇叶在临县远近闻名。

前青塘村所在的临县安业乡有 24 个自然村，其他村里

都干旱，只有这里，挖地三尺就出水。因为水量充足，村里涵

养了成片的芦苇，芦苇抽出的苇叶叶片大而厚，包出来的粽

子特别好吃，青塘粽叶因此远近闻名。多年来，村民们认为

粽子就是时节吃食，折腾不出样子来，没想到现如今，全村竟

然靠着 400多亩芦苇发家致富。

2014年以前，全村 794户村民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44
户。全村人只在端午节这天包粽子，粽子也仅停留在村民们自家

的餐桌上。其余时间只卖苇叶，1斤苇叶最高也就卖到4块钱。

精准扶贫开始后，临县大力支持前青塘村发展粽子加工

业。2015 年青塘村食品有限公司成立，青塘粽子从最初的

家庭小作坊式生产，逐渐发展成工厂化生产。从小就生活在

前青塘村的村民王登远，是村里自己包粽子去城里卖最早的

村民。2013 年，他就开始骑着摩托车，提着桶，在临县城走

街串巷卖粽子。随着青塘粽子名声不断叫响，王登远的粽子

事业也越做越大，日子越过越好。2016 年他家靠做粽子产

业脱了贫，2018 年告别了老窑洞，住进了新建的二层楼房。

2019年，王登远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粽子品牌，成立了粽子

加工店。这几年，每到端午节来临时，就是王登远最忙活的

时候。端午节期间，他每天能够卖出 2500多个新鲜粽子，每

盒粽子 20个，上门自取售价 60元，网络销售 75元，销售相当

可观。王登远介绍说：“今年正月初四开始，我的粽子生意就

开始热闹起来了，基本保持着每天 2000 个左右的销量。端

午节期间，每天的粽子供不应求，包的根本赶不上卖。我们

每天加班都要到晚上 12 点多。”现在，王登远全家都在做粽

子，每到端午节来临，家里人就忙不过来了，就得雇村里的人

来包粽子，包一个粽子 2毛 5角，生意好的时候他们一人一天

也能挣近 400元。

随着青塘粽子品牌知名度、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像

王登远这样从事粽子加工销售加入生产、销售粽子的村民越

来越多。前青塘村的粽子产业由从最初的几户手工作坊发

展到目前的 150多家粽子加工企业，很多家庭以此为支柱产

业，前青塘村也真正成为了“粽子村”，一年四季，村内都弥漫

着粽子的香气。2022 年，青塘粽子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前青塘村村集体收入达到 101.8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