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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柳林县新闻中心

本报讯 近日，随着气温逐渐回暖，柳林县金家庄镇明

家焉村的天成副食加工厂迎来了春季辣椒种植的繁忙时

节。作为柳林县特色农产品产销的重要一环，天成副食加

工厂通过“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不仅

保障了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还为当地农户开辟了一条家门

口的致富路。

天成副食加工厂成立于 2020 年，主要加工西红柿、辣

椒酱、核桃油等产品，并成功注册“非馋不可”品牌。为了保

证产品质量和原材料供应，加工厂与周边农户签订定向种

植协议，以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辣椒，这一举措极大地激

发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走进辣椒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忙碌景象。农户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正熟练地

进行着土地翻耕、起垄、播种等工作。今年，天成副食加工

厂计划种植 200 亩线椒，加工 30 万瓶辣椒酱，预计产值约

300万元。

据了解，天成副食加工厂的辣椒种植项目，每年可吸

纳周边 30 多名农户就业，人均增收 8000 多元。农户们不

仅能获得土地流转收入，还能在家门口打工赚钱，实现了

顾家与增收两不误。“以前只能外出打工，现在村里有了

加工厂，在家门口就能干活，收入也不错，还能照顾家里

老小，真是太好了。”一位正在基地劳作的农户开心地说

道。

天成副食加工厂通过产业带动，不仅让小辣椒成为了

富民增收的“大产业”，还进一步延伸了产业链条，提升了农

产品附加值。未来，天成副食加工厂将继续探索创新，不断

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助力乡村振

兴，带领更多农户走向致富之路。 （崔彦平）

人物与村庄：扎根乡土的情怀

47岁的王小明，是山西柳林县成家庄镇牛

家川自然村的负责人。这个依偎在王老婆山

脚下的小村庄，仅 300余口人，曾因交通闭塞、

资源匮乏而发展滞缓。2014年，在外打拼多年

的王小明选择返乡创业，从十几头猪起步，八

年磨一剑，将养猪场规模扩大至 800 余头，成

为当地致富能人。然而，他的故事并未止步于

个人成功——2021年，他被村民推选为村负责

人，开启了一场从“致富带头人”到“乡村振兴

领路人”的蜕变。

破局第一战：打通“血脉”修通民心路

牛家川村的困境，首先卡在一条路上。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土路，不仅阻

隔了村民出行，更掐住了村庄发展的咽喉。

王小明上任后双线作战：对外积极争取政府

支 持 ，对 内 化 解 村 民 纠 纷 矛 盾 。 2023 年 春

天，一条 3 公里长的四级公路贯通村庄，这

个 看 似 微 小 的 突 破 ，却 让 牛 家 川 首 次 与 现

代 交 通 网 络 血 脉 相 连 。 道 路 通 车 当 天 ，78
岁的村民牛大爷抹着眼泪说：“这辈子没想

到 能 在 家 门 口 走 上 这 么 好 的 路 ，这 下 出 行

方便多了。”

文化赋魂：唤醒沉睡的商道记忆

硬件改善后，王小明将目光投向村庄的文

化基因。通过走访考证，他挖掘出牛家川作为

清代碛口商道节点的重要历史：残留的骆驼客

栈遗址、口口相传的晋商故事，都成为重塑村

庄灵魂的密码。他组织文化学者系统整理史

料，计划将商道文化融入乡村旅游开发。“乡村

振兴不能只靠修路盖房，更要找到属于自己的

文化底气。”王小明在村民大会上这样阐释他

的理念。

断腕转型：舍弃小我谋大局

最令人震撼的，是 2023年王小明毅然卖掉

所有猪，将养猪所得利润全都用在牛家川村事

业发展上了。“800头猪每年稳赚 30万，”妻子起

初难以理解。但对王小明而言，这是必然选择：

“成了当家人，就要心无旁骛。”他将养殖收益转

化为村庄发展基金，带头探索“文化+产业”新模

式：规划商道文化体验区、筹建特色民宿、推动

农产品品牌化。尽管家人反对声未绝，他始终

坚信：“个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才是真的富。”

2023 年，王小明自掏腰包，垫资 100 余万

元，在村口修筑一道石 ，造出一块近 3000平

方米的平坦场地，既改变了村貌，又提供了一

处活动场所，在村口还立起了一组“晋商驼队”

雕塑，唤起了牛家川的文化记忆。同年冬，从

内蒙古购进 8头骆驼，探索骆驼产业发展。

一有时间，王小明就外出考察学习，或是在

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得知河南省社科院创办的百

村共富联盟可以为农村发展献计献策之后，王小

明立即赶赴河南郑州听课学习，期间，加入“百村

共富联盟”。2025年4月，创办起了牛家川村乡村

大食堂，乡村大食堂于 2025年 5月 1日开始试运

营，解决了牛家川及邻村王旺山的 40名老人就

餐问题。如今，提到王小明，村里人无不夸赞，都

称他是一个能人，一个为民办事的好干部。

如今的牛家川，正站在新的起点：大食堂

已经成立，中药材研学基地正在建设，绿色农

产品合作社开始筹备。当被问及未来，王小明

望向远处的王老婆山：“我们要让牛家川成为

记得住乡愁、看得见未来的地方。”

从猪倌到领路人

王小明与牛家川村的振兴之路
□ 尤隰平

本报讯 礼冠加身承古意，云翼垂天少年行。近日，柳

林县汇丰中学举行了“十八而志 逐光而行”2025届高三毕

业学生成人礼仪式，勉励即将奔赴高考的学子们，志存高

远，筑梦未来。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青春不散场，少年

终远航！古人相别，常以诗酒赠言；临近毕业，我以文代酒，

与诸君共饮三杯：一杯‘励志酒’，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有

凌云志！一杯‘壮行酒’，愿你轻装策马，高考战场驭长风！

一杯‘庆功酒’，愿你金榜题名，扶摇直上九万里！”汇丰中学

负责人慷慨激昂的演讲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最为温馨的环节当属加冠之礼。家长们亲手为孩子戴

上成人帽，寓意着孩子将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与使命，这一

环节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来自家长的关爱与期望，也让

家长们见证了孩子的成长与蜕变。

学生代表车雨轩说：“在今日成人礼之际，首先我要感

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用二十余载的春秋呵护着我的成长，从

今往后，我将成为他们的骄傲与依靠，其次要感谢我的老

师，他们默默无闻，教书育人，奉献人生，他们的教诲我将永

远铭记于心，最后要感谢我的学校汇丰中学，它记录了我三

年的青春，它为我铺就通往成功的道路，指引我前行的方

向。十八而志，逐光而行，让我们一起勇往直前，不负青春，

不负期待。”

随后，家长与孩子互换承载着感恩与希望的信件，那些

未能宣之于口的爱与牵挂，此刻都化作温热的墨迹，沉淀出

亲情的重量。家长与孩子们静静聆听着彼此内心深处的声

音，相拥而泣，现场温情涌动，感人至深。

在教师寄语环节，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了最诚挚

的祝福，希望同学们学会思考、感恩、奋斗、担当，以积极的

态度面对未来的挑战，并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取得优异成

绩。 （贾娇娇 田霞）

本报讯 为进一步适应课程、教材和考试评价制度的改

革，提高广大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吕梁市教研室组织全市义

务教育学科大教研活动。近日，2025年吕梁市小学科学主

题式大教研活动柳林会场在柳林县实验小学举行。

开班仪式上，柳林县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发

表致辞。他首先对吕梁市教研室将会场设于柳林表示感

谢，并指出本次活动是推动县域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契机。他希望全县教师能以开放姿态汲取先进经验，以

课堂为主阵地，让科学教育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

“孵化器”。

吕梁市教研室活动负责人原野从政策层面解读了教研

活动的背景与目标。他强调，面对新课标、新教材带来的挑

战，全市科学教师需树立“大概念统领、跨学科融合”的教学

思维，通过主题式教研破解“知识碎片化”难题，实现从“传

授知识”到“培育素养”的课堂转型。

开班仪式结束后，教学展示环节成为焦点。各县市老

师认真学习柳林县教师的教学模式，聆听教学讲解，汲取其

中的可取之处，积极互动，共同探讨科学教育的新路径。

通过此次大教研活动，教师们不仅拓宽了教学视野，还

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教育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素养方

面的重要作用。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

学习、实践、反思，努力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为推动县

域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雷杨文）

柳林县天成副食加工厂

春季辣椒种植启新篇

汇丰中学举行2025届
高三毕业生成人礼仪式

2025年吕梁市小学科学主题式
大教研活动在柳林县举行

柳林县黄河乡村生态休闲园柳林县黄河乡村生态休闲园““五一五一””假期受热捧假期受热捧

本报讯“五一”假期，柳林县黄河乡村

生态休闲园以“黄河风情+休闲娱乐+生态美

食”为文旅核心，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体验，累计接待游客 5.08万余人次。

黄河乡村生态休闲园坐落于柳林县北

焉村，依傍黄河，地理位置优越。园区总占

地面积 60 余亩，总投资 1500 余万元，历时 4
年精心打造而成。园区规划布局合理，功能

分区明确，涵盖了多个特色区域。其中，休

闲娱乐区配备了宽阔的场地和丰富多样的

游乐设施，如黄河外滩露营地、游乐园、动力

火车、沙地滑梯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游客

的娱乐需求；生态观赏区种植了各种植物和

花卉，四季皆有美景，游客可以漫步其中，欣

赏自然之美，感受生态之韵，园内绿树成荫，

花草繁茂，空气清新宜人，为游客提供了一

个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理想场所。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该园

区在“五一”前夕进行了充分准备，对各项设

施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和调试，确保安全运

行；同时，园区还精心策划了篝火晚会、拔

河、放焰火等活动，筹备了秧歌、旱船等民俗

表演，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增进对黄河流

域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了解；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游客们还可以登上观景台看落日

余晖，领略黄河的波澜壮阔，感受古村的静

谧氛围。

园区负责人表示，黄河乡村生态休闲园

将不断完善服务设施，丰富旅游产品，加强

与周边景区的合作，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游

线路。同时，园区还将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

展新模式，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举办各

类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领

略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努力将园区打造成

黄河流域生态旅游的新名片。

（文/图 崔彦平）

柳林县金家庄镇东楼山食品中心研发的银耳羹自上市以来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据

悉，该公司成立于 2023 年，秉承“绿色、健康、养生”的理念，将传统养生智慧和现代工艺相结

合，专注于银耳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通过不断创新和对高品质质量的追求，推动银

耳产业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的银耳产品选择。 崔彦平 摄

王小明（左二）和成家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在田间查看中草药长势 位于牛家川村口的《晋商驼队》雕塑

近年来，柳林县石西乡大力发展西瓜种植，西瓜经济已成为村民致富的经济支柱。

2025 年石西乡西瓜种植面积达 2100 余亩，预计产量 1000 余万斤，产值 1200 余万元。图为柳

林县腾飞养殖专业合作社西瓜种植基地。 崔彦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