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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名片】

归化村，距离市区 26 公里，全村辖 4 个自然村，人口 390 户

1029人。

归化之名，源起有二。其一，传言往昔之时，有朱姓财主相中

此地，举家迁居于此，故而得名朱化村。待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

际，顺应时代浪潮，易名为归化，其中蕴含着归向四个现代化的宏

伟愿景与殷切期盼。其二，遥想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刘渊振臂一

呼，举兵起事，建立后汉政权，并定都离石。彼时，石勒受封为辅汉

将军，驻军于此。因其地在资助战事与养马牧畜方面颇具得天独

厚之优势，石勒为图便利，主动研习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大力传扬

汉族习俗，诚心接受汉人教化，此地遂被称为“归化”。

【发展亮点】

归化村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悠久，村里有宝峰山、民俗文

化陈列馆、抗战碉堡、原外交部“六六干校”旧址等多处历史、自然、

人文景观。归化村曾获山西省 3A级乡村旅游示范村，是吕梁市首

批乡村旅游景区。归化村的定位是以大东沟全域旅游为核心，依

托本村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环境，开发本村的闲置院

落，打造以“归·乡宿”为主题的精品民宿乡村旅游示范村。

现如今，归化村打造以“归·乡宿”为主题的精品民宿乡村旅游

示范村，用地约 4618平方米，项目性质为乡村改造，最后呈现的民

宿以传统窑洞庭院围合形式为设计基础，结合场地标高在满足交

通之余进行景观绿化设计。设计结合建筑形体采用简洁、现代、几

何风格。设计上满足体验性、文化性的同时，在材料、植物等满足

地域成本性、气候性。

归化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与市区

的距离近，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紧紧依靠在离石区“米五”线旅

游公路的西侧一方。

离石区政府对归化村的规划是开发闲置宅院，发展民宿经

济。就是将村内原有的散布院落统一规划成连续的整体建筑，将

现代简洁的建筑造型与传统建筑窑洞、卵石院墙等融合，这样的规

划不仅仅是一场古今建筑交融的时光对话，更是一次山墅新象新

韵的摩登协奏。这样的规划不得不令人心醉神迷，悠然忘归。

现在的归化村，宛然一颗镶嵌在吕梁大地之上的璀璨明珠，以

其深厚的人文历史、独特的民俗特色、积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文

旅融合实践，生动地展示着吕梁古村落的独特魅力，传承着历史文

明的血脉，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

来，共赴这田园诗会。

离石区政府规划的主题是“归·乡宿”，就是希望这样的布局设

计，这样对文旅产业的诠释，不局限于只是为游客提供一个住的地

方，更是让更多的人领略历史文化，感受建筑文韵之美，享受诗意

栖居的人间诗情，让你不仅仅是畅游，更懂得在这里翻阅一本陈年

的民居田园画，品味一次民居带来的诗情画意。

来归化吧，也好好规划一次你的旅行！

【编辑手记】

如此规划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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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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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轮换，归化村静静坐落于离石区信

义镇特色小镇，与市区的距离 26公里，半个

多小时的车程。但就是这样一个村落，宛如

一位时光的守望者，承载着千年的记忆与厚

重的文化底蕴。

总面积只有 10 平方公里，却写满了故

事。归化村北邻吕梁市区，交通的便利让它

与现代文明紧密相连，往昔的繁华在岁月的

流转中未曾消散，反而在新时代的文旅浪潮

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南望宝峰山，那是自然

的馈赠与人文的圣地，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相互交融，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

每一笔都蕴含着无尽的诗意与禅意。东接

华北第二大高山草甸西华镇，广袤的草甸景

观如同一扇通往自然奇观的大门，极大地拓

展了归化村的旅游资源边界。

昔日归化，文韵十足，内涵满满。

村内历史遗迹缤纷多彩。宝峰山庙宇，

飞檐斗拱精巧，雕梁画栋绝美，每一处细微

之处皆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赤诚

匠心，它是岁月的见证者，也是宗教文化传

承的不朽印记。民俗文化陈列馆中，各类展

品林林总总，从古朴的农耕器具到精妙绝伦

的手工艺品，皆展现出先辈们的非凡智慧与

卓越创造力，它们恰似时光的拼图碎片，悉

心拼凑出归化村往昔的生活风貌。抗战碉

堡，傲然矗立，墙体之上的弹痕累累，默默诉

说着那段热血抗战的烽火岁月，时刻警示后

人莫忘先辈的热血牺牲与无私奉献。原外

交部“六六干校”旧址，更是一段特殊历史时

期的珍贵印记，让人不禁穿越时光，去探寻

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与情怀。小东川河如

一条碧绿丝带，蜿蜒于村间，河水澄澈清冽，

润泽着这片土地，孕育出独有的韵致与诗

意。

今朝归化，新景如画，美不胜收。

一方青瓦白墙的“归舍”，承载着悠悠情

思；一处石墙木窗的庭院，满溢着缕缕乡

愁。露天庭院、蜿蜒石径、澄澈的穹顶，喧嚣

之畔，或居于村舍，领略质朴与真纯；或卧于

河畔，静赏冬寒与月升。翠岭环拥间，溪流

潺潺，林木葱郁，一幢幢独具匠心的归化民

宿于村子各处错落筑成，仿若一颗颗宝石点

缀在生机勃勃的山水图卷里。

民宿之兴起，是归化村紧跟时代步伐，

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的生动写照。

归化村以民宿经济为画笔，精心绘制乡村旅

游的崭新画卷。八座具有修缮价值的宅院

被统一流转回村集体，一场传统与现代的对

话就此展开。在改造升级的过程中，能工巧

匠们巧妙地将现代建筑风格与窑洞口、卵石

院墙等传统元素融会贯通。从远处眺望，那

民宿群恰似一首凝固的乐章，现代简约的线

条与古朴典雅的传统轮廓和谐共鸣，在山水

的环抱簇拥间，勾勒出一幅别具一格的乡村

风情画。

踏入民宿，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悄

然开启。精致的装修细节之处尽显对本土文

化的尊重与传承。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高品

质的床铺、家具一应俱全，而屋内的土炕则是

点睛之笔，原汁原味地彰显出浓郁醇厚的乡

土风情，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回往昔的田园岁

月，勾起无尽的乡愁与眷恋。卫生间干净整

洁，现代化的卫浴设施与 24小时热水供应，

让游客在感受古老乡村魅力的同时，也能享

受现代文明的舒适与便捷。公共休闲区域更

是充满了人文关怀，游客可以在这里品茶聊

天、阅读休憩，在袅袅茶香与悠悠书香中，感

受乡村慢生活的惬意，深入领略归化村的历

史文化内涵，感受乡村慢生活的独特魅力。

在文旅融合的漫漫征途中，归化村亦展

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韵致。徒步其间，游客可

以沿着先辈的足迹，探寻古村落的隐秘角

落，感受历史与自然的交织；登山远眺，归化

村的全貌尽收眼底，古老的建筑与现代的民

宿交相辉映，诉说着岁月的变迁；骑行穿梭

于山水之间，微风拂面，那是一种与自然亲

密接触的畅快，也是对古老村落的一次深度

致敬。

民宿之建设，非独屋舍之焕然一新，其

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

在完善自身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村庄的配

套设施建设。水电供应系统全面升级，稳定

而充足的水电保障，如同坚实的后盾，支撑

着民宿的日常运营以及游客的各种需求。

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精心呵

护着村庄的生态环境，确保每一滴水都能在

净化后重新融入这片土地的生态循环之中，

不留下一丝污染的痕迹，使得村庄的山更

青、水更绿，生态环境更加宜人。

别具一格的时尚民居

传统窑洞与现代建筑融为一体传统窑洞与现代建筑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