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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特色产业风生水起，美丽乡村宜居宜业,民生福祉大幅提升……初冬时节，走
进黄河岸边、昔日被人们称之为“临县西藏”的八堡乡，耳闻目睹这里发生的美丽“嬗变”，无不令人感
慨万千！

如今，说起临县的八堡，凡到过的人都说八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最有发言权、土生土长
在八堡的人，则一个个扬眉吐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八堡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变化，得益于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脱贫攻坚以来，党的惠民好政策，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
持，得益于乡党委、乡政府党政一班人带领全乡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奋力改写贫穷落后面貌的艰辛付
出。大打脱贫攻坚战，八堡乡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不仅一举摘掉“贫困”和“西藏”两顶帽子，而且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征程上，始终按照“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资源优势、完善
基础设施、壮大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30字重点工作思路，阔步前行，强力推动重点工作取得新进
展，取得新成效。今天，本报隆重推出《“临县西藏”八堡乡的美丽“嬗变”》专题报道，值得一读，其经验和
做法值得全市各县（市、区）乡镇农村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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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临县西北部黄河岸边的八堡乡，距县城 75 公

里，西濒黄河与陕西神木、佳县相望，北与兴县圪垯上

乡接壤，总面积 129 平方公里，辖 13 个行政村 43 个自

然村，共有 5167 户 14478 人，耕地面积 5.3 万亩，其中红

枣林面积就有 4.2 万亩，正常年景年产量达 16500 吨，

是全县红枣主产区之一。此外，境内还蕴藏着丰富的

煤层气资源，中澳煤层气公司正在开采。然而，八堡乡

过去却因交通不便、地处黄河岸边、大山阻隔、经济发

展滞后，被当地人乃至外地的人都形象地称之为“临县

西藏”。

八堡的堡，乃军事屯兵之天然堡垒也。传金大定年

间（1161年至 1189年），在黄河沿岸上至第八堡，下至克

虎寨，筑堡 8个，八堡村之堡排列第八，故名八堡。

过去，八堡之所以被称之为“临县的西藏”，是因为

人们吃尽了道路不畅、交通信息闭塞的苦头。境内山高

坡陡,重山阻隔,交通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县里的干

部到八堡下乡，遇上暴雨把仅有一条坑洼不平的路摧

毁，半月二十天困住走不了。更令人痛心的是，当地盛

产的大红枣卖不出去，遇上连雨天气霉烂成一堆，遇到

危急病人及时送不到县城医院救治，孩子考上大学遇上

暴雨不能按时去学校报到……如今，令八堡人做梦也不

敢想，出行走山上山下都是宽敞的柏油公路，而且到太

佳高速兔坂出入口不到 30分钟的车程。更令人欣喜的

是，一条新建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和一条新改造的县乡

公路兔八线贯穿八堡乡全境。大交通极大地方便了群

众出行，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驶

上了“快车道”。

路通民心畅，道顺百业兴。据乡党委书记贺龙龙

介绍，近年来，全乡大打基础设施建设翻身仗，乡村道

路大大提质。新改造县乡道路 27.5公里，乡村道路 46
公里。一条条通乡通村的大路和田间道路，不仅方便

了村民出行,更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同时，还对全

乡 43 个自然村自来水、生产生活用电全部进行了改

造，村村建起农村文化活动场所、村级卫生室。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满意度不断提升。为更好地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打造基层党组织文化阵地，对全乡 13 个行政村的

村级阵地建设进行了改造提升，利用“党建+服务”的创

新模式，提供集党建学习、党建宣传、党建活动、党员教

育和“一站式”便民服务于一体的阵地服务，积极营造

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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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

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乡长李旭东深有体会地说。

如今，毫不夸张地说，在临县乃至吕梁，人们都知

道大红枣、炖羊肉、手工挂面、是八堡名副其实的“三

大宝”。近年来，按照全乡确定的重点工作思路，举全

乡之力持续在壮大特色产业上发力，不断加大投入，

不断增加科技含量，不断扩大规模效益，不断加大宣

传力度，不断加大科技培训和基地建设力度，特色产

业做的风生水起，助推全乡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健康

发展。

红枣支柱产业，近年来，全乡实施红枣林提质增效

工程 2万余亩，还建成 200亩枣芽茶基地。伴随着四通

八达交通网络的飞速发展，八堡每年都会迎来北京、沈

阳、新疆、宁夏、陕西等地的大客户上门收购红枣，带动

当地从事红枣产业的加工企业和合作社达到 36 家，年

加工销售红枣突破 1000 万公斤，年创收 6000 余万元。

雷家沟村今年 66 岁的老支书马枝行，在当地带头发展

红枣产业，现如今流转经营 400 亩红枣林，大搞提质增

效、嫁接优良品种，最好的红枣每公斤能卖到 15 元；郝

香荣、马林、郝月明等人创办的红枣加工企业，形成收

购、烘干、包装、运输、销售一条龙，生意越做越红火，每

年每户收购加工红枣多达 150多万公斤，销售占领了整

个哈尔滨的红枣市场，带动当地一大批红枣种植户实现

稳定增收。

“八堡的炖羊肉，不油腻，无腥味，麻而不过，辣而不

辛，汤鲜肉嫩，营养丰富。”如果你走进八堡，就会发现有

好多挂牌“八堡炖羊肉”特色小饭店。吕梁山货运营中

心董事长、曾获得山西省第二届“山西优秀青年创业”奖

的武雪峰说，八堡的炖羊肉，名不虚传，之所以出名，主

要原因一是八堡的羊都是当地的土著羊种，没有任何外

来的基因。由于当地山多且都是石山，山势又较为陡

峭，放牧出去的羊群要想吃饱，就必须比别处的羊爬更

多的山，跑更多的路，好多时候还必须在悬崖峭壁间奔

走，长年累月的锻炼造就了八堡土羊的强健。它们身型

矫小，行动敏捷，浑身上下几乎没有肥赘之肉，肉多而又

细腻。二是炖肉的工艺非常讲究，首先是要用老铁锅，

然后是文火慢炖，火急了肉容易老，味道也进不去。再

就是放足够的葱、花椒和辣椒。武雪峰说，正是如此，自

己非常看好八堡炖羊肉的市场前景，经过市场考察，去

年通过他们团队还对八堡羊肉进行数字化提升，去年推

出八堡羊肉提货卡，今年又年在临县南高速口打造了八

堡羊庄，作为八堡羊肉推广基地，之后又推出融合传统

北方口味的餐饮品牌——八堡香羊肉面馆，吸引了众多

顾客，前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就直接屠宰销售了八堡的

1400余只羊。和武雪峰一样，如今，八堡有许多创业青

年外出在临县、吕梁、太原、有的甚至在北京、西安、上海

等地开饭馆打造了“临县八堡炖羊肉”的招牌菜，生意越

做越火爆。

做大做强“八堡炖羊肉”特色品牌，加快发展以养羊

为主的养殖业，乡党委、乡政府支持帮扶现有养殖户扩

大养殖规模，现在全乡养羊户发展有 200 余户，存栏达

到 5.5万余只，形成规模效益，成为农民增收的又一支柱

产业。

八堡的手工挂面，以纤细、柔韧、爽口名震四方，多

次参加省内外的大型农产品展销会，深受海内外各界人

士的青睐，产品供不应求。如今，仅在网上接到全国各

地的订单更是备受瞩目。2020年 11月 25日，中央电视

台老故事《信用中国》栏目记者慕名来到八堡采访手工

挂面，拍摄播出《山西临县八堡挂面，百吃不厌》的专题

报道，让八堡的手工挂面名扬天下。据曹家手工挂面

第六代传承人介绍，八堡老曹家手工挂面制作工艺没

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完全靠父辈们代代相传至今。加

工手工挂面是个累人的活，大大小小有和面、搓条、盘

条、上筷子、阴条、分筷子、再阴条、出筷子、装封等十几

道工序，每单道工序一点都不能马虎。从每天凌晨两

点开始和面、醒面，到卸面、包装等整个制作流程需 20
个小时左右。

这几年，大力提升发展传统手工挂面产业，八堡乡

还在当地扶持创办起山西鑫鸿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专门从事八堡手工挂面加工营销。据统计，目前，全乡

年销售手工挂面量达到 15 余万公斤，销售收入突破

300万元。

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壮大，有力带动其他相关产业

蓬勃发展。据介绍，今年全乡新增建成 7 个帮扶车间，

带动监测户 10户 25人、脱贫户 30户 72人就业，每人每

月增收 2000 元以上。光伏“点亮”乡村振兴之路，统筹

光伏资金和产业收益，按照以岗聘任、在岗领补的管理

机制，全乡村级光伏发展达到 3669千瓦，惠及 13个行政

村 1527户脱贫户，年收益可达 345万元。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产业，全乡建有农村驿站和电子商务服务站 22个，

年销售额达 28万元，直接和间接带动全乡 5000余人受

益。加大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全乡生态绿化累计退耕还

林 30827 亩，新增绿化面积 3000 余亩。劳务输出，近年

累计培训“吕梁山护工”475人，其他技术人员每年培训

1000 余人次，全乡年输出务工劳动力 5000 余人次。特

别是煤层气开发，中澳煤层气公司已开发天然气井 37
座，每年可安排当地剩余劳动力 1500人次，公司年上缴

利税达 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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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走进黄河岸边的八堡乡，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柏油马路和别具一格宣传红枣、

炖羊肉、手工挂面以及乡风文明乡的文化墙街巷，还有

错落有致的农家院落……到处都洋溢着和美乡村的浓

郁气息。乡人大主席高军军介绍，今年以来，八堡乡按

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

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和美乡

村建设为抓手，以农村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

和村容村貌提升建设为主攻方向，着力实施人居环境

提质工程，通过补短板、破难题、固优势，集中整治“六

乱”、抓好“六清”、推进“三改”，有力有序有效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全力打造美

丽乡村“高颜值”，人居环境质量有了质的提升，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

奋进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我们八堡乡党委、政府一班人要更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

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团结带领全乡干部在巩固衔

接乡村振兴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八堡高质量发展的新篇

章！”乡党委书记贺龙龙表示。

编者按

黄河岸边美丽新家园黄河岸边美丽新家园

红枣产业提质增效

养羊产业形成规模

央视记者采访八堡手工挂面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贯穿八堡全境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贯穿八堡全境 煤层气开发煤层气开发新改造的县乡公路兔八线新改造的县乡公路兔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