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汾阳市栗家庄镇，有一个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的

地方——上林舍生态旅游度假区。这里不仅拥有令人

陶醉的风景，还有丰富多彩的特色旅游产业，在这里，人

们可以放松身心，暂时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烦扰，尽情享

受宁静与自然的美好。

汾阳上林舍景区占地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这里环境优雅，四季分明、气温凉爽，空气质量

能达到国家 I 级标准。一条三千余米的林泉沟，如一

条流动的翡翠，蜿蜒穿梭于村落之中，流水淙淙，水清

石现，自然冲刷而形成的曲折河道，与天然植被自成一

景，为发展乡村、休闲、度假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

近年来，作为汾阳市五大生态旅游景区之一的上林

舍村以“林业立村、生态富村、旅游活村、文化强村”为发

展思路，深度挖掘旅游资源，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以山

水为魄，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建设富有特色的乡村

旅游。该村先后荣获“山西省农业旅游示范村”“全国乡

村旅游模范村”“吕梁市乡村旅游景区”等称号。

随着自驾游、亲子游、短途游的兴起，上林舍便成

了周边城市居民假期出行的首选。景区高空玻璃漂

流、丛林穿越、高空滑索等一系列休闲娱乐设施的加

入，该村已经成为集乡村旅游、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拓

展研学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新型“打卡地”。人们驱车来

这里赏风景、看表演、吃烧烤、住树屋……从早到晚，欢

乐不断。“现在上林舍的名气越来越大，趁着放暑假，我

们就想着带孩子来玩两天，全家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

己的乐趣所在，挺好玩的。”一位从太原驱车到此的游

客说。

“我们将紧紧围绕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打造一院

一景民宿，积极开发文创产品，完善配套基础设施设备，

让游客尽情享受吃、住、行、娱、购的乡村旅游体验。”上

林舍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主任王建伟说。

青山绿水环绕，房屋错落有致，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花草相间，宽敞的村民广场，老人和孩子们悠闲地享受

着夏日清爽的微风……

走进中阳县暖泉镇弓阳村，顿时有一种“人在画中

游”的感觉。借助生态气候资源独特优势，弓阳村打造

了露营基地，休闲天幕、凉亭、民宿等设施一应俱全，林

下纳凉、露宿野营、赏景游玩、特色农家饭皆让游客感受

醉人的田园风光。

作为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之一，弓阳村在中阳县

文旅投资集团的管理下，找准天然氧吧与弓阳优势资

源、产业的结合点，探索一条以乡村旅游、剪纸艺术、民

俗文化为导向的特色旅游发展道路。为了给游客提供

多元的游览体验，今年还增设了儿童乐园、文创小院等

特色项目，利用“五一”“端午”等节假日，举办乡村美食

节、非遗技艺展演及乡村趣味运动会、摩托越野赛，摄影

展、民歌会、民间文艺展演等活动，并通过互联网平台扩

大影响力。

刚刚开幕的“星光篝火、欢乐弓阳”暑期活动，就吸

引了周边县城以及市区的游客纷沓而至。“高速通车后，

到弓阳村的路十分畅通。弓阳村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地

方，景色十分优美，犹如世外桃源。周末带着家人朋友，

坐在天幕下看满天繁星，吃烧烤、饮啤酒，在篝火旁起

舞、歌唱，还可以带孩子攀登上顶山，欣赏高山草甸的别

样风情，这里确实是休闲娱乐的好地方。”游客张先生一

边摆弄着烧烤架一边高兴地说。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弓阳村集体经济也在不断壮

大。“以土地为资产入股，投资到营地运营方，每年都有

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除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们都

可以在露营地务工。”弓阳村党支部书记郭士锋高兴地

说：“我们将以弓阳村露营基地为主体，联动上顶山徒

步、木耳基地采摘、鲜木耳宴、农耕文化、民俗研学等多

个产业体，打造精品乡村一日游路线，争取做大乡村旅

游的‘蛋糕’，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

七月的张家塔村，繁花似锦，芬芳四溢，每一朵花都

竭尽全力地展现着自己的美丽，为这个古村落增添了一

抹绚丽的色彩。方山县张家塔村，这座始建于明末清

初，拥有 300 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宛如一颗遗落在时

光深处的明珠。如今，它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走进张家塔，仿佛踏入了明末清初的岁月回廊。那

残存的村堡南门，像是忠诚的卫士，默默诉说着往昔的

辉煌。三十六座院落，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每一块砖石

都承载着百年的故事。独特的地下甬道，如同神秘的脉

络，将家家户户紧密相连，不出大门就能走遍全村，这是

独属于张家塔的奇妙联结。

岁月的侵蚀，并未磨灭它的光芒。2006年，它被公

布为吕梁市文物保护单位，从此，保护与发展的使命落

在了这片土地上。2009年，荣获山西省第三批历史文化

名村的称号，让更多人听到了它的名字。2016年，被列

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它的魅力得以在更广阔的

舞台上绽放。在历史文化的熏陶下，张家塔村勇敢地踏

上了探索旅游的新征程。

乡村振兴的春风，温柔地拂过这片古老的土地。古

老的建筑在修缮中重焕生机，原汁原味的古村落风貌得

以保留，仿佛一幅岁月沉淀的画卷徐徐展开。游客们纷

至沓来，他们沉醉于古老的建筑风格，在一砖一瓦间触

摸历史的温度，在悠长的甬道中感受岁月的回响。

2022 年，张家塔被确定为省级乡村旅游振兴示范

村，2023 年确定为全市打造的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这是荣誉，更是责任，是对过去努力的褒奖，也是未来前

行的灯塔。

此外，张家塔积极开发特色旅游产品，不断增加村民

的收入来源。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住宿、

餐饮等条件，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交通的便捷，住宿的

舒适，餐饮的美味，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让游客的脚步

更从容，让古村的怀抱更温馨。目前，以“逛古村、看民

居、游甬道”为主题的张家塔乡村体验游初具雏形。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张家塔民居正奏响着一曲动人

的乐章，它用坚韧和智慧书写着历史，用创新和奋斗描绘

着未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座古老的村落将以更加自

信的姿态，迎接四方来客，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我们要承担起保护振兴古村落的历史责任，通过

现代的数据扫描科学技术和老技艺、老工匠的传统工艺

等多种方式，最大限度把古村落保护好。通过‘一处一

案’，全村 36处院落已有 11处完成修缮。我们将依托古

村落的资源优势，让整个村庄真正活起来、火起来。”方

山县张家塔村党支部书记王军峰说。

“振兴”有路 乡村文旅绽华彩吕吕
梁梁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 本报记者 王洋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4 月 19 日，中央宣传部牵头组织的“文

化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以习近

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我市各地各部门秉持敬

畏之心、崇敬之心、珍爱之心，正确处理保护

与开发、利用、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断挖掘历

史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以实际行动担负起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农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吕

梁拥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技艺和历史遗

迹，这些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古老

的戏曲在乡村舞台上再次唱

响 ，精 美 的 手 工 艺 品

在游客手中传

递 ，历

史的故事在人们的口中传颂。农村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赋予了乡村更深厚的内涵，也

让村民们拥有了更强的文化自信。

传统的农业已不再局限于农产品的生

产，而是融入了旅游观光、农事体验等元素，

使农业变得更加多元化、现代化。游客们可

以走进田间地头，亲手采摘新鲜的果蔬，感

受农耕文化的魅力。这不仅增加了农产品

的附加值，也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山村好风光，十里花果香。游客们沉醉于

饱览风景、果树采摘、劳动体验等活动中，更有

民间秧歌、手工艺、农家乐等文旅项目融入其

中，共同搭建起乡村文旅的大舞台，让自然生态

之美锦上添花。一时间，山间乡村热闹非凡。

打造乡村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似乎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

同时，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也为吕梁的农

村带来了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的提

升。道路更通畅了，环境更优美了，游客的

到来促使农村的各项服务不断优化，村民们

的生活品质也随之提高。

吕梁，这片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深厚农

村文化底蕴的土地，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目光。农文旅的融合，不仅仅

是产业的简单相加，更是农村发展理念的创

新与升华。通过将农业生产、农村文化与旅

游产业有机结合，吕梁正在打造出一条独具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 薛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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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方山县张家塔村。 刘亮亮 摄
图②⑤汾阳市上林舍村。 刘子璇 摄
图③④中阳县弓阳村。 阮兴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