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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踏平的是坎坷，铺就的是希望。

“石楼通高速了”。2024 年 12 月 25 日，

石楼人民期盼已久的汾石高速正式通车运

营。这意味着石楼县彻底结束了不通高速

公路的历史。

汾石高速是山西省高速公路网“四纵十

五横三十三联”第九横的重要组成部分，项

目路线全长 82.364公里，途经汾阳、孝义、交

口、石楼四个县（市）。起点位于汾阳市三泉

镇，终点位于石楼县罗村镇。

路通则百业兴。在石楼，山河升腾着喜

庆的气息，大地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这是一条幸福路

高速公路通车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大新

闻，但是对于处在吕梁山腹地的石楼县党员

干部群众来说，无疑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喜

事。

“通车那天晚上我就和好朋友一起开车

去 太 原 吃 了 一 顿 火 锅 ！ 当 天 往 返 非 常 高

兴！”罗村位于汾石高速石楼段下高速口，高

速公路的开通让这个小村庄立即进入人们

的视野。

平坦的水泥路面干净整洁，百米内就有

垃圾桶，淳朴的农家院错落有致，家家户户

的院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一面面文化墙图

文并茂，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党群服务中心，几位村民聚在村口。

“高速路是我们石楼人民盼了很久的大喜

事！”“以后出门打零工也能更快更方便了！”

“过去他去孝义得 3个小时，高速开通后一个

半小时就能到了。”

与罗村紧挨着的是沙窑村，记者走进

71岁潘挨光的家，潘挨光和老伴还有同村的

邻居们正坐在沙发唠嗑。“高速口就在咱门

口，以后去太原看女儿就更方便了！”“我孩

子在离石上学，前几天回石楼考试，高兴地

和我说一个小时就到了。”老潘插话道，“可

不是嘛！我这不刚从太原女儿家回来，走高

速就是快！”

时间短、速度快、舒适又安全的特点，让

高速公路成为石楼人出行的首选。说起石

楼县高速开通，老潘难掩激动。想起早年去

太原看女儿，老潘和老伴得早早起床到县城

坐大巴，一路绕道交口县，等到了太原女儿

家得整整四个多小时，而如今汾石高速开通

后他仅需 2个小时就能到达。

“汾石高速公路的开通，极大地缩短了

我去离石上下班的通行时间。以前走国道

要两个多小时，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去

周边景区游玩也更加方便了！”家住石楼县

的梁女士说。

这是一条致富路

高速高效，造就的是坦途，腾飞的是希

望，带来的是富裕。

眼下寒冬料峭，但在石楼县罗村镇沙窑

村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的草莓大棚里却春意

盎然。

走进大棚，一股股浓郁的草莓香气扑面

而来，一颗颗红红的草莓在绿叶丛中，长势

喜人，色泽鲜嫩，让人垂涎欲滴。新春佳节，

草莓也在年货市场走俏了起来。而高速公

路的开通让草莓从滞销卖到“脱销”！

“高速公路的开通对于我们无疑是利好

消息。我们的草莓是专供太原百果园的，以

前从我们基地到百果园的柜台上最少得 6个

小时，现在 3 个小时就到了。”山西老农集团

石楼基地负责人侯鹏君说，“草莓本身就很

娇贵的，高速通车后为我们的草莓在运输上

至少减少 15%损耗，销售单价提升 15%的利

润。”

在距离高速路口 20 多公里的石楼金鸡

养殖基地，80万只蛋鸡带动 200多名乡亲稳

定就业。“之前是 1%的破损率，现在破损率

降低了三分之二。有了高速以后，对我们石

楼未来的发展瓶颈就整个打开了。”石楼县

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永泉说。

高速公路开通不仅给企业带来利好消

息，也让种植户看到了希望。在石楼县罗村

镇崔家庄村，去年这里的红薯迎来了大丰

收，随着汾石高速的开通，这里的红薯迎来

了新“薯”光。

种植户任彦梅第一次接到了来自省城

太原的订单。任彦梅说：“高速通了对我们

帮助很大，我的红薯品质都挺好，就是卖不

上价钱，只能在我们本地消化，高速开了就

不一样了，运费、时间都能节约，我今天就接

了两个单子，说不出的开心和高兴。”

“汾石高速是一条致富路，串联起城市

与农村，沟通起资源与市场，在产业发展、工

业破零等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带动沿

线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产业蓬勃发展，为

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力。”石楼县委书记杜侯平表示。

这是一条旅游路

石楼县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历

史文化、宝贵的红色资源。黄河文化、青铜

文化、红色文化等众多文化资源为古朴的石

楼县增添了更多厚重的文化色彩。

交通条件的改善，打开了石楼的山门，

将石楼与外界紧密相连，也让石楼县经济社

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沿黄旅游公路的开通，将石楼黄河奇

湾、青铜文化、东征文化园等人文、历史、自

然景观，同山西全省的黄河文化旅游版图连

成一片，推动与繁荣了当地文化旅游发展。

如今汾石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承载着

石楼人民群众“更便捷”的出行需求，也凝聚

着“更幸福”的美好愿望；不但让石楼原有的

旅游线路提档升级，也使得农文旅融合的天

地更加广阔。

“石楼高速开通，聚合了发展的澎湃动

力。我们将以全域旅游化、景观化为抓手，

推动起全要素融合、全产业互动、全社会共

享，构建起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努力促进全县旅游发展裂变增

长、富民强县。”石楼县县长张鹏耀说。

罗村镇是石楼县东大门，历史文化荟萃，

自然风光优美。罗村镇党委书记曹彦峰说：

“高速公路一通，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游客，镇

里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今年我们将立

足农文旅融合工作，依托沙窑村设施农业已

成规模的优势，聚焦特色种植，发展马路经

济，形成‘现代农业+休闲周边游’互融的开发

模式；以晋西会议旧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题展馆为基础，深度盘活泊河村青铜文化，

打造镇南文旅休闲走廊。”

目前，石楼正在积极推动黄河奇湾景区

建设，特别是 2024年打造的崖头乡村旅游重

点村走红出圈，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随着

石楼高速开通散发出的无限魅力，辛关镇天

下黄河第一湾、义牒镇留村毛泽东路居暨

“沁园春文化园”、县城红军东征纪念馆、裴

沟乡永由古槐广场、龙交乡棋盘山、罗村镇

泊河村青铜文化连成一线，让石楼大地的旅

游人气更旺。

石楼县文旅局负责人说：“高速开通后

大大缩短了旅途时间，能够吸引更多省内外

的游客，为我们石楼的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更

多的机遇，注入强劲动力，同时我们也会和

沿线地区加强旅游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推出更多优质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

一路通，百业兴，每一条路都是历史向

前延伸的见证，每一条路都会成为当地发展

的加速器和新引擎。

石楼高速为石楼百姓实现着一个沉寂

千年的高速梦想，在群众心里变成一道赏心

悦目的风景线，将随着梦想一起抵达美丽幸

福、诗与远方。

高速路修到家门口 好日子甜到心里头
——石楼县高速公路通车见闻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本报讯（记者 王洋） 在文水县，

沙棘果这一享有“VC 之王”美誉的生

态有机果实，正悄然掀起一场产业热

潮。随着春节的到来，沙棘饮品的市

场需求被彻底点燃，迎来加工销售高

峰期，一颗颗沙棘果摇身一变，成了撬

动沙棘产业蓬勃发展的“致富密码”。

走进文水县南武乡麻寨村的山西

高原仙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加工车

间内一片繁忙。工人们在生产流水线

上全神贯注，配合默契。新春佳节，公

司 订 单 纷 至 沓 来 ，销 售 旺 季 火 力 全

开。沙棘果从源头进厂后，历经多道

精细工序被压榨成汁，接着经过灌装、

贴标、装盒、打码、装箱等环节，一箱箱

新鲜美味的沙棘饮品从这里出发，奔

赴全国各地市场。

公司董事长武雄介绍，春节前，沙

棘礼盒产品需求激增，工厂 24小时不

停运转，全力赶工。如今，工厂一天出

货量平均达 2 万箱，每天要调配 10 辆

货车发货，产品依旧供不应求。为了

保证产品品质，公司从源头把控，只选

用 12 月以后的沙棘果。这一时期的

沙棘果，糖度超 16，酸度适宜，VC 含

量极高。在加工过程中，企业通过高

温灭菌、无菌灌装等先进工艺，确保每

一瓶沙棘饮品都安全、美味。

据了解，山西高原仙子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21年，是一家集沙棘收

购、研制、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化企业。其全自动生产车间，自动

化水平达国内一流。2025年，企业计

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将新建一座

超 1 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引入一条

日产量 20万瓶的全自动化生产线，打

造集罐装、消毒、封口、包装等功能于

一体的现代化厂房，持续为沙棘产业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目前，该公司已成功研发出十多种产品，不仅有沙棘原

浆、果汁饮料、果油、籽油、果酱等沙棘系列饮品，还推出雪

梨、橙汁、杨梅等特色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

产业发展不仅让企业蒸蒸日上，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民生福祉。该公司总经理成浩娜介绍，目前公司为周边

居民提供了 30个长期就业岗位和 20个临时岗位。2025年新

厂房建成后，还将新增 80余个岗位。

在公司担任库管的孙国娟，此前是全职宝妈。她说：“应

聘到工厂后，每月有 3000元左右收入，还能灵活安排时间接

送孩子，极大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

此外，公司从沙棘果采收、粗加工到精深加工、副产品加

工，每一步都严格把关，并积极指导果农科学种植，提升沙棘

果质量和产量。如今，已辐射带动 300余户果农增收，户均年

增收 3000多元。

在文水，沙棘产业正以蓬勃之势，在新春佳节书写着属

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的强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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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工作人员正在仔细甄别沙棘果品质优劣。

图②为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仔细查验，确保每一瓶都符合出厂标准。

图③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整理待出库的沙棘饮品。 王洋 摄

逛年货市场置办年货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是“过个好年”不可或缺的

一环。近日，走进我市市区各大年货

市场，只见带鱼、烧肉、丸子、油炸豆

腐等各式年货琳琅满目，大红灯笼、

金色福字、蛇年装饰等把年货市场装

扮得喜气洋洋，临县粉条、方山恶、柳

林碗团等各地特产及坚果干货、水果

生 鲜 更 是 带 来 了 浓 浓 的 烟 火 气 息

……人们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穿梭在

年货摊位前，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氛围。

“来、来、来，新出炉的油果儿。”循

着一声吆喝声，只见一个小吃摊位前

聚集了不少人。“这叫油果儿，是由面

粉、蜂蜜、白糖、红糖等原材料加工制

作而成的，吃起来香脆酥甜，大家来免

费尝一尝。”“每年临近过年的时候，我

都会炸一些拿到年货市场售卖，今年

第一天营业就卖了 300 多块钱，春节

到了，人流量会更大，生意会越来越

好。”摊主薛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呵

呵地说道。

而在这热闹的集市中，最让人心

动的莫过于那些五彩斑斓的年画和各

式各样的对联。那些寓意吉祥的图案

和文字，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

愿。在一家摊位上，除了有“福”字的

摆件之外，还有笔墨纸砚等物件。“人

们可以自己动手写，内容和样式都由

自己选择，写完后还可以把它装裱起

来，制作成一个别具特色的装饰品，这

样更能体会到年俗的魅力，特别有意

义。”摊主张先生说。

年 味 儿 不 仅 在 年 货 市 场 ，也 在

大 街 小 巷 。 在 吕 梁 的 过 年 习 俗 中 ，

过年蒸馒头，寓意着蒸蒸日上，日子

越过越红火。走进位于市区新建市

场 附 近 的 面 食 店 ，店 主 正 忙 着 给 花

饽 饽 做 造 型 ，机 器 上 正 揉 着 下 一 锅

花饽饽要用到的面团，花馒、花卷、

节节高……每一个花饽饽都寓意吉

祥 且 造 型 独 特 ，充 满 了 过 年 的 喜 庆

气息。“一进腊月就有来订过年花饽

饽的，腊月二十几是最忙碌的，基本

上 每 天 能 用 三 四 袋 面 ，直 径 一 米 的

蒸笼也能蒸二十几笼，年越近，生意

越红火。”店主梁建军笑容满面地告

诉记者。

年味儿是啥？贴春联、大扫除、购

买年货、吃团圆饭……每个人都有不

同的说法，其实，年味儿没有确切的定

义，就在人们的心中。

追寻年味儿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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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涛）
2月 5日，节后上班第一天，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奇英

来到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

办、吕梁日报社、吕梁市印

刷厂、吕梁广播电视台看望

慰问正在上班的干部职工，

勉励大家以良好的精神风

貌和饱满的工作热情，立足

岗位、鼓足干劲，努力开创

2025年宣传工作新局面。

每到一处，高奇英都与

大家亲切交谈，互致问候，

倾听了解各单位工作重点、

难点。高奇英充分肯定了

各单位干部职工一直以来

的辛勤努力，尤其对在春节

期间很多同志坚守岗位、默

默付出表达了敬意，勉励大

家 要 再 接 再 厉 ，以 更 加 饱

满的干事创业热情投入到

新 一 年 的 工 作 中 ，不 断 推

动吕梁宣传文化事业高质

量发展。高奇英强调，市委

网信办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 ，在 做 好 网 络 监 管 的 同

时，正确引导网民传播正能

量，传递好声音。吕梁日报

社要继续坚持党性原则和

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主流

媒体的作用，通过更加生动

活 泼 的 形 式 ，讲 好 吕 梁 高

质量发展故事。吕梁市印

刷 厂 要 在 做 好 印 发《吕 梁

日报》的同时，进一步拓展

市 场 ，努 力 提 高 效 益 。 吕

梁 广 播 电 视 台 要 珍 惜 机

遇 ，不 辱 使 命 ，顺 应 改 革 、

勇于改革、投身改革，用前

瞻的眼光、创新的思维，推

动吕梁融媒体改革展现新

风貌，实现新作为。

高奇英走访慰问宣传系统干部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