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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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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名片】

西庄村，地处晋西黄土高原与晋中

盆地之衔接处，位于交口县双池镇镇西

2.5公里处，背依大岩上，南面南岭，东有

东溛，西临申家洼，古村落建筑群坐北向

南，群山环绕，依山傍水，西庄河从南蜿

蜒流过，东西两岸对峙关锁，藏风聚气，

明堂开阔，位居于一块山清水秀、人杰地

灵之风水宝地，彰显了错落有致、古色古

香之厚重文化。

西庄村是山西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

村。现存有清乾隆、嘉庆、同治年间修建

的吴氏家族宅院。西庄村现在的建筑主

要是明清时期吴氏家族的宅院。尤其是

这里的“三雕”砖雕、木雕、石雕，赋予古

老的建筑群灵气和生机，营造出整个家

族的祥和气氛，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处

处给人一种古朴馨香、深沉、厚重的感

觉，是难得的晋西古村落民居的典型实

例，是晋商文化大院中的经典建筑，又是

晋商宅院中唯一的红色大院。

【发展亮点】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

吕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交口县双池镇

西庄村拥有晋西儒商典范的吴氏以及他

们营造的清代建筑群，“一祠一庙一塔两

园七坊十堂”的古建筑群格局，各种风格

的明清古建筑 31处，房屋 600余间，具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极高的研究利用

价值。

晋商大院和红色大院，精美的砖雕、

石雕、木雕、匾额，高大的门楼……红色

文化、晋商文化、晋西民居文化等丰富的

文化资源让西庄人找到了乡村旅游发展

的路径。西庄将继续围绕乡村旅游特

点，做好文化挖掘和打造，围绕西庄红色

文化、晋商文化和晋西民居文化三大文

化，发掘西庄的各类人文故事。同时，积

极引用社会资本或投资，探索实施“公

司+项目+村民入股”的综合开发模式，

推进西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一体发

展，努力打造环境优美、宜居宜游的魅力

西庄。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毛泽东亲自带领子弟

兵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吃水问题的记载有两处，一

处是江西瑞金沙州坝的红军井，另一处就是交口

县双池镇西庄村的幸福泉。

西庄村的故事不得不从一眼“幸福泉”开

始。西庄村是红军东征总部驻扎地之一，毛泽东

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了七天时间，为群众挖掘的

水井，群众亲切地称为“幸福泉”。一眼泉体现的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爱民之心，更折射红军和百

姓的鱼水深情。这眼泉西庄几代人足足用了 60

年。这个为民爱民的故事也足足延续了 60年。

但是“幸福泉”村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为

更好地保护古建筑，让文化振兴带动旅游振兴，

西庄村的文旅融合、文旅振兴故事拉开帷幕。村

庄制定系统完善的修缮计划，以“修旧如旧”“原

貌复现”为目标，坚持建筑形态、历史形态和文化

形态结合，对古民居本体进行全面修缮，尽可能

保存文物的历史原貌和建筑特色，让久经风雨的

故居重现当年风貌，唤醒历史记忆。丰富的旅游

资源让西庄人看到了吃旅游饭的前景。在做好

文物修缮保护的同时，西庄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大力改善人居环境，推进村庄园林化、庭院

花园化、道路林荫化、面貌古典化建设。投入资

金用于环境整治，建立相关制度和方案，争取项

目资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整体古色古香的

统一风貌。

西庄村将因地制宜，继续围绕乡村旅游特

点，按照由南向北的思路形成“一核、一心、两园、

双馆、多节点”的总体布局，打造古建筑风貌民

宿，实施“e韵西庄”电商直播、农特产品展销一体

化中心项目建设，做好文化挖掘和打造，围绕晋

商文化和晋西民居文化，发掘西庄的各类人文故

事。并全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土地托管

模式发展农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幸福泉”依然矗立在那里，西庄村故事还在

发生，西庄村乡村振兴新画卷也在徐徐展开！

【记者手记】

“幸福泉”还有多少“幸福事”
□ 冯海砚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建筑承载着历

史的记忆，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如今，在交口县

双池镇西庄村一座座灰砖青瓦、满是沧桑的深

宅大院诉说着西庄曾经的辉煌，一个个修葺一

新的民居，一处处正在施工的建设工地则展示

着西庄正在焕发的新生机。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全市乡

村旅游重点村，西庄村拥有着晋西儒商典范的吴

氏以及他们营造的清代建筑群。明末清初，西庄

吴姓始祖吴天盛、吴天印、吴天明兄弟从肩挑贸

易开始，开启了吴氏家族由农及商，由商及官的

兴盛发展之路。吴氏家族主要经营绸布、铁货、

瓷器、食盐等生意。清代中期，吴氏家族的商号

已经从晋西延伸到陕西、宁夏、内蒙古、天津、山

东、河南、江苏等地，成为晋西闻名的商家。依靠

日益积累的财富，吴氏在西庄兴土动木，形成占

地 3万余平方米，以“一祠一庙一塔两园七坊十

堂”为主要格局的古建筑群，保存有各种风格的

明清古建筑 31处，房屋 600余间，具有丰富的历

史文化内涵和极高的研究利用价值。

“从 2014年开始，西庄村就启动了对村内古

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西庄村党支部书记李

双岐介绍说，西庄村制定了系统完善的修缮计

划，以“修旧如旧”为方针、“原貌复现”为目标，

坚持建筑形态、历史形态和文化形态结合，对古

民居本体进行全面修缮，尽可能保存文物的历

史原貌和建筑特色，让久经风雨的故居重现当

年风貌，唤醒历史记忆。2017年，完成了对麟厚

堂主院的修缮。2022年又对关帝庙、吴氏宗祠、

树德堂等古建筑群开始进行抢救性修缮，树德

堂已于 2023年全部修缮完毕，关帝庙、吴氏宗祠

于今年 8月底完工。今年，争取省文旅局新立项

修缮项目资金对裕德堂、积德堂、回音堂进行修

缮保护，现在裕德堂、积德堂已经开工建设。同

时，对怀德堂、宁善堂、庆裕堂、车马院进行了项

目立项，预计明年开工。

来到修缮完成的麟厚堂、树德堂两处宅院，

各种精美的砖雕、石雕、木雕、匾额，高大的门楼

和二层正房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无不震撼惊叹，

体现出了西庄浓浓的晋商文化气息。

“除了晋商文化，我们这里还有着深厚的红

色基因。2021 年 8 月西庄古建筑群、毛主席路

居、幸福泉被省人民政府核定为‘第六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同年 11月，毛主席路居、幸福泉

被确定为山西省首批红色文化遗址。”李双岐的

话语中透露着自豪。他细数着红军东征以及抗

日战争期间的故事，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毛泽

东率领红军总部于 3 月 17 日进驻西庄村，路居

于“麟厚堂”宅院内。为解决西庄村世代缺水的

问题，红军战士于村东挖出一股清泉，被群众称

为“幸福泉”。1938 年至 1940 年 7 月，中共灵西

县委进驻西庄“树德堂”，带领周边群众与日寇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红色文化、晋商文化、晋西民居文化等丰富

的文化资源让西庄人找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路

径。在做好文物修缮保护的同时，该村推进村庄

园林化、庭院花园化、道路林荫化、面貌古典化建

设。对小地块田园进行改造，在村庄广场设置垃

圾分类箱、景观花箱，村庄主干道、西庄河段及幸

福泉道路两侧全部种植景观树木。先后投入 11
万余元光伏收益资金，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并建立《西庄村农村人居环境积分制管理运行实

施方案》《西庄村光伏收益资金分配使用实施方

案》，制作人居环境积分公示榜，鼓励群众自主美

化庭院卫生，带动群众形成环境卫生整治的“三

基意识”。建立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长效机制，即

分区包干制度、农户“三包”制度和定期保洁制

度，通过制度管人管事，确保整治工作成效。同

时，争取省文旅局 366万元革命老区项目资金，推

进古村落民俗风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配套

实施西庄村东部片区管网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

及外立面亮化，实现整体古色古香的统一面貌。

如今，西庄村村口的游客服务中心及红色文

化广场已基本建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八个大

字在广场上分外耀眼，商业一条街也已初具雏

形，将在 8月底全面完工，村内东部片区的民宅外

立面打造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李双岐表示，下一

步，西庄村将以打造乡村旅游示范村为契机，继

续挖掘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和晋西民居文化，加

快建设优美宜居宜游的魅力西庄，乘着文旅融合

发展的东风，绘就一幅“诗和远方”的新画卷。

西庄村全貌西庄村全貌

“幸福泉”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