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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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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鸡鸣惊四县、击鼓震两省”之美誉的柳

林县三交镇三交村是乡村旅游重点村的“老明

星”了。

在这里看红军东征纪念馆，缅怀殉难的刘志

丹将军；乘黄河景区快艇，体验浪遏飞舟的激情

与速度；逛“中国红枣第一镇”一条街，品“人间果

品之王”柳林红枣；游枣园，住特色窑洞，吃农家

饭，尽享原生态休闲……好不惬意！

三交村背依大山，唇吞黄河，与枣林相映，是三

交镇的中心村。这一个充满故事和传奇的古村落，

“驮不尽的三交，填不满的穆村，驼铃声马蹄声声声

入耳，白伐影千船影影影不息”，就是三交古镇商贸

繁盛的真实写照。它的红色基因丰富而厚重，红军

东征坪上渡口纪念碑、红军东征浮雕，刘志丹将军

殉难纪念亭与三交红军东征纪念馆等红色景点连

成一线，共同见证了那段峥嵘的光辉岁月。

来到村子，总不由地想象，有码头有老街的地

方，古来是何种模样，有着怎样的繁华与喧闹？或

许也不用太多想象，现如今的三交村，在山水人文

相映中，在伟大的黄河滋养下，这个古朴、淳厚的

黄河村落，酝酿着它的热情再次腾飞。

“一踏入三交村明清时期的古街，就让我仿

佛进入到一条时空隧道，感受到当时客商云集、

市井繁荣的年代。”来自周边的游客这样说。鼎

盛时期，三交舟楫往来、驼铃声聚，一度成为客商

云集、店铺林立的商埠重地。近年来，三交村根

据规划对街面的古建筑、老字号进行了修旧如旧

的修缮，让这里重现繁华。现在行走在村里古色

古香的明清古街，满眼尽是古朴的老店面、老旧

的红石板路、旧式的门窗，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

到了过去的岁月。

“许多游客到三交‘打卡’吃住，大大增加了

群众的经济收入，对我们三交村乡村振兴的进程

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柳林县红色特约研究员李

斌元介绍道。

三交村结合特色旅游资源以及市场需求，多

业态、多角度、多元化挖掘村庄现有的黄河生态文

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古渡古村文化资源、红枣

文化资源，打造出集观光游览、休闲体验、研学教

育、文化节事、旅居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黄河旅游

景区。而今，不止是修缮后的古街，乘坐快艇在黄

河中畅游，也成为了游客来三交村的必备项目。

“刚才体验了一下这儿的游艇，感觉非常刺

激、好玩，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美。”从快艇上下来

的游客激动地分享着。确实，在这幸运的话还能

听到当地船夫唱一首当地民歌，听着民歌，乘着

快艇一路向前，就能看到天然而成的黄河母亲

峰，它终年栉风沐雨守望在这里，似一位母亲斜

卧，眼鼻耳发均栩栩如生，被广大游客赞叹为“万

里黄河第一人文奇观”。

美景与美食必不可分，来到三交，这里的美

食也让人们流连忘返。三交饼子、三交蘸豆腐等

美食家喻户晓，常年在此生活的刘起飞就以三交

特色菜作为招牌引得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我们店主要以三交农家菜为主，其中包括

窝窝扣肉、小炒肉等。”刘起飞一边忙碌着，一边

满心欢喜地介绍道。

随着古建古渡口的不断修缮、村容村貌的持

续改善，村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业态的不

断丰富，特别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开通，更是

为三交村的旅游发展增加了动能，央视“我家门

口那条路”文艺晚会、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

公开赛等一批文旅宣传活动的举办更是给这里

加了景色、聚了人气。现在，这里的黄河自然奇

观、红色遗址、绿色生态、富民产业已经串珠成

链，来这里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群众生活越来

越幸福。正在一步步恢复曾经繁华的三交村，也

先后获评“首批中国传统古村落”“中国历史名

村”“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等荣誉。

“2023 年，三交景区共接待游客 20 余万人

次，村民人均收入 18000余元，这是一个突破，更

是一个开始。”三交镇三交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刘贵平说，“我们村要整合现有的旅游资

源，提炼鲜明的主题，通过创新化、人性化设计，

带给游客观光、休闲、旅游体验的新型旅游产品，

大力推动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和东征文化融合发

展，重塑明清古街风貌，配合‘黄河风情’地脉和

‘红色东征’文脉，打造成以‘黄河生态’为基础，集

明清古街休闲娱乐+民宿、黄河文化观光体验、红

色文化教育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性黄河文化旅游

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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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名片】

三交镇三交村位于柳林县城西南

35 公里处的黄河东岸，是第一批中国传

统古村落。

该村由下三交、前街、沙坪则三个自

然村组成，因地处中阳、石楼及黄河对岸

陕西清涧三县之间，故名三交。这里是

柳林红枣的主产区，所处乡镇三交镇被

农业部命名为“中国红枣第一镇”，也是

华北地区最大的红枣集散地之一。

三 交 自 古 就 是 水 旱 码 头 ，商 业 繁

荣。当地流传着民谣：“东财神，西圈神，

齐河两岸毛鬼神。”东财神指的是从山西

晋中、吕梁等地来的东路商人，西圈神是

指从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过来的商人，

齐河两岸毛鬼神指的是黄河两岸以搬运

为生的老百姓。明清时期，三交已是商

业大镇。清光绪元年(1875 年)的黄河大

洪水，将繁华的正街连同铺面民居冲毁，

随后整个村镇向山腰转移，形成现在的

格局，到上世纪 30 年代时又发展繁荣起

来。今天的镇中古街道、古店铺、古庙

宇、古民居、古渡口、红色旧址保存较

好。三交还有风光瑰丽的自然奇观黄河

三峡景区，由黄河峡谷、龙泉石峡、屈产

峡组成，人们可以从古老的黄河码头乘

船出发去感受黄河美景。

【发展亮点】

三交镇，这座中国传统古村落，以其

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遗存、浓厚

的红色文化、壮美的黄河风光以及深厚

的民俗传统，构建起一幅多元立体的黄

河边风情画卷。无论是探寻商贸古迹、

追寻红色足迹，还是欣赏黄河美景、体验

民俗风情，这里都无疑是一处值得一游

再游的文旅宝地。踏上三交的土地，让

心灵在历史与自然的交融中得到洗礼，

感受那份独属于黄河边水旱码头的传奇

色彩与人文魅力。

柳林县三交镇三交村以创建国家

AAAA 级景区为目标，结合特色旅游资

源以及市场需求，多业态、多角度、多元

化挖掘村庄现有的黄河生态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古渡古村文化资源、红枣

文化资源，打造出集观光游览、休闲体

验、研学教育、文化节事、旅居度假为一

体的综合型黄河旅游景区。

三交的韵在于黄河，神在于那一声早已消逝

的号子声。

站在柳林县三交镇三交村的土地上，这里的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似乎都在诉说着往昔的故

事。这些故事久远但有陈韵，古老但不失新韵。

遥想黄河岸边船工们赤脚裸背高声喊号子的样

子，这里曾经的商贸繁荣的景象也历历在目。南

来北往的客商在此汇聚，带来的不仅仅是各地的

奇珍异宝，更有文化之间的传承和发展。

岁月流转，那些曾经的热闹与喧嚣早已沉

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随着时间的变迁，再一

次用心用情去聆听、感受它往日的辉煌。

与其说是在历史的变迁中改变了原先的模

样，不如说是在时代发展中的脱胎换骨。就因为

她紧紧依偎着黄河，就因为她和所有依靠黄河的

村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渡口，她身上多了被

人记住的魄力和胆识。渡口本就是口岸，民用、

商用，甚至军用，也正因为这样，柳林县和陕西的

榆林县盛产的红枣有了出路，这一片的枣农们也

就有了生活的活路。

号子声一起，黄河岸边的人们最幸福、最神

气。

神气是因为好日子来了，从黄河上过来的船

大多要在这里卸货，卸货之后，靠马帮（过去运输

靠马帮）将晋商好多的东西从那里运送到三交

村，然后运到陕西。山西好多晋商的货物就是通

过三交村的码头交给马帮，再由马帮运到山西祁

县、平遥，再由平遥、祁县分类送到苏联、内蒙，在

那里光骡马大店就多达 300多家。

你说三交的人能不神气？

值得三交村、三交人神气的地方不只是这

些。这个村落就像一本尘封的古籍，等待着我们

去翻阅、去解读。它让我们明白，时光虽逝，但那

些古老的记忆和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

承，激励着这一代的人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不断前

行，再等那一声号子喊起！

【编辑手记】

号子声还会再响起吗？
□ 冯海砚

黄河的静更能让你体会到村子的韵黄河的静更能让你体会到村子的韵。。

古街道焕发新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