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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名片】

西交子村位于交口县桃红坡镇西北部，下辖盘盘峪、西交子、

白家庄、窑科、峪岸坪、阳冶六个自然村。该村于 2021 年被评为吕

梁市乡村旅游示范村，2022年被确定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近年来，西交子村党支部依托特有的森林资源禀赋，围绕“做

足生态底色、打响生态品牌”这一目标，积极创新思路、筑巢引凤，

实施推开了香菇食用菌、冻绿叶茶、沙棘系列、林下经济（中药材）、

山核桃加工、生物质燃料、椴木木耳、根雕工艺、湖羊养殖、生态休

闲旅游等十大主导产业，在全县先行先试探索走出一条巩固脱贫

成果与推进产业、生态振兴互促共进的发展新路。

【发展亮点】

交口县野生冻绿叶茶药用价值极高，富含黄酮、茶多酚、儿茶

素、锌等人体所需营养元素，具有抗炎症、抗过敏、抗氧化等功效。

冻绿植物主要分布于辖区的桃红坡镇、水头镇、石口乡等海拔

1500米左右的山地，总面积达到 120万亩。

目前，交口冻绿叶茶加工工艺逐步吸收了传统六大茶系制茶

工艺的优点，并针对交口野生冻绿叶原料的独有特性，在杀青、揉

捻、发酵、干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初步形成了独具交口特色

的药茶制作工艺。自项目引进以来，通过发展药茶及相关产业，推

动桃红坡镇贫困户及周边群众就业致富，率先带动西交子村广大

村民及贫困户向大山要效益。安置周边约 132户近 400余人就业，

人均日收入达 80至 120元。

交口野生冻绿叶茶具有国内唯一性发展优势，国内独家首创

“野生冻绿叶茶”项目，目前已形成品牌个性和实现独特的市场区

隔。通过发挥药茶药用价值，满足现代消费者健康养生的消费观

念，搭载“晋商万里茶道”产业政策顺风车，创造“山西药茶”野生冻

绿叶茶产业园区。全力打造发展“云梦山茶”这一特色品牌。茶旅

产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交口转型跨越发展的进程。

历史时光是古旧村落的挚友。

它赠予了古旧村落丰厚的历史底蕴，恰似一场盛大的庆典，倘若沉

湎这种往日荣光中，便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找寻到一种不一样的韵味。

一直以来，“养在深闺人不识”的西交子村从始至终都是宁静

平和的景象。这里的村民一直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历史和当下，

这并非平淡无奇的自我安慰，因为从始至终，他们从未浪漫化那段

游人如织、物畅其流的日子。

只是细细品味了许久，这段历史早已被务实的西交子村村民

记录在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依托特有的森林资源禀赋，围绕“做

足生态底色、打响生态品牌”目标，打造了香菇食用菌、冻绿叶茶、

沙棘系列、林下经济（中药材）、山核桃加工、生物质燃料、椴木木

耳、根雕工艺、湖羊养殖、生态休闲旅游十大主导产业，西交子村摆

出一副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架子，宣扬他们的老家当。

诚然，这种低调务实的作风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

很难去攫取流量，西交子村的美不是简简单单纯自然，无杂质的自

然风光，而是骨子里的神韵和灵魂所在，这里温婉平和的村风民

风、古风古韵、新风新味会扫空我们心中的惬意。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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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
吕梁日报社承办

集中力量打造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是 2024年吕梁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的 20件大事要事之一，是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的
重大举措，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幸福吕梁的重要抓手。连日
来，记者走进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村落，与您
一起领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聆听乡村振兴中那些有笔有墨、有滋有
味、有趣有韵的故事和人物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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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骄阳没有了火辣辣的刺眼，但扫过眼前，仍然有一

丝暖意。

交口县桃红坡镇西交子村树木环绕、微风轻拂，这样的暖

意，更多地说是丝丝凉意，仿佛将外界的温度完全隔绝。来到

这里，依山而建的民宿排列有序，古橡树森林公园和冻绿叶生

态茶园绿树成荫，与绿水青山融为一体，仿佛置身画中。

“几年前的这里，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交通闭塞，是交口

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呢！”西交子村到村工作大学生王雪蓉的

话将记者拉回了现实。

村里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养在深闺人不识”，一直是

西交子村两委班子最担忧的问题。近年来，西交子村两委多

次征求意见、开会讨论、外出考察，最终决定依托丰富森林资

源和独特生态气候优势，大力推进野生冻绿叶茶、食用菌、沙

棘三大主导产业和“西交子山货”品牌建设，全力打造“香菇种

植基地、茶叶加工研发基地、森林康养基地”三大板块，探索走

出一条“向生态要发展、向生态要效益”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

路径，让“沉睡”的生态资源“活”起来，一跃成为了我市的乡村

旅游重点村。

“连续三年，村里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1179万元，实施了香菇

棚升级改造及深加工、野生冻绿叶保护利用和茶叶加工、古橡树

森林公园及民宿休闲旅游、农特产品电商销售平台等产业和基

础设施项目，培育了鹏雅康、恒益晟、野干泉、汇野天下等一批农

业加工企业，打造出云梦山牌系列冻绿叶茶、汇宝鑫牌沙棘汁、

恒益晟牌香菇面等多个农业品牌。”王雪蓉一边介绍，一边带着

记者来到了距离村口不远的鹏雅康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绿叶茶是典型的高山古茶特征，在交口有着悠久的饮

用历史。西交子村立足野生冻绿叶分布面积广的资源优势，

引进鹏雅康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建成

茶叶加工和冷藏储存车间，研发推出四大系列冻绿叶茶产品，

年生产能力达到 25吨，产值达到 800多万元，其中“云梦山”牌

花砖茶还斩获全国“中茶杯”特别金奖。王雪蓉说：“今年，我

们以挖掘推介茶文化为切入点，按照茶旅结合、服务研学的思

路，投资 120万元完成了冻绿叶茶研发展示楼内外部装修，并

配套有茶史馆、文创馆、品茶室、会客厅以及研发室等功能，很

快就将投入使用，投资 90多万元开展了冻绿叶茶人工茶园建

设，切实加强茶叶源头管控，推动冻绿叶茶产业向高端化、绿

色化全链条发展，拓展茶旅研学新业态。同时，充分利用农特

产品电商平台，实施联农带农收购、加工、包装野生木耳、蕨菜

等山货项目，统筹茶叶及山货产品销售，着力打造‘西交子山

货’品牌，切实让村民富起来。”

身处西交子村，视觉、听觉、嗅觉，无不经历着乡土自然气

息的熏染。民宿木屋、石头步道、露营基地等旅游配套，更是

人们体验乡村生活、追忆乡愁的好去处。

“民宿木屋及周边配套设施完善投用后，不仅可带动周边

庭院经济发展，整合全村餐饮资源和闲置房屋，统一进行农家

乐和民宿开发增加群众收入，而且可以与大麦郊红军东征总

指挥部旧址、古橡树森林公园、百亩生态茶园等景点形成联动

线路，打造集观光、品茶、康养、研学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

态。”王雪蓉介绍道，西交子村已经完成了 2套民宿木屋和院

落建设。今年计划投资 15万元继续进行民宿内部配套设施完

善，并推进北侧山体休闲木栈道、露营基地和观景平台建设，

切实让乡村风景“美”起来。

曾经默默无闻的西交子村，如今已凭借其独特的自然风

光和人文魅力，为人们带来了一份夏日里难得的清凉与欢

乐。下一步，西交子村将持续在生态康养、观光研学、产品研

发基地打造上下功夫，借助全镇投资 350万元建设乡村垃圾收

储转运站契机，筹资 60万元对村庄垃圾和污水进行集中处理，

并对村庄内部分建筑、道路、广场、公共设施等进行更新改

造。并结合农特产品宣传、茶文化展示、生态优势资源、文旅

康养、移风易俗等特色亮点，全面打造别具特色的文化墙，大

力提升乡村整体面貌，努力探索出一条偏远山区发展乡村旅

游的特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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