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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林县城出发，大约 50分钟的车程，都

是穿山沟、爬山梁，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前

进。突然峰回路转，随山就势、清净典雅的一

排排、一幢幢由四合院（三合院）组成的古建

筑群赫然眼前。南洼到了！

南洼村位于柳林县城西北处，西王家沟

乡西南缘，临黄河东岸，与碛口古镇仅有十公

里距离。站在村子制高点俯视村子，村党支

部书记刘二峰打趣地说：“说不出‘九窊十八

塌五墚二圪垯’的人呀，出去外面可不敢说自

己是南洼人。”南洼村因临黄河受其影响，墚

峁沟壑溛塌为其地形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

介于墚峁沟壑与河谷阶段地间的山村，却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故事。

相传大明洪武初年，南洼祖先移民到此，

首筑窑洞两孔，从此繁衍生息、人丁日渐繁

昌。清代中后期到民国时期，村民多赴碛口

古渡经商谋生，逐步发展兴旺后，纷纷回村大

兴土木，营建宅院，打造了 100余处四合院、三

合院，最终使南洼村成为远近闻名的较大型

村落。这座小山村当时建筑宏伟壮观，大院

林立、屋檐相续、街道整洁、灰楼瓦厦、旺气腾

腾，一派繁荣景象。

时光荏苒几百年，这座古老的民居群逐

步为大家所识——2010年南洼村有 16处院落

被公布为柳林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

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7 年入

选第五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019 年

入选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23 年被

确定为我市重点打造的 100 个市级旅游示范

村之一。据刘二峰介绍，村里现存 54 处古庭

院，有的完好如初，有的残垣断壁，还有的芳

草萋萋，幸好大多古建保存完好。近年来，在

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南洼村将古村落、

古建筑修缮保护和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修复

有机相结合，让村子日渐焕新。

在刘二峰的带领下走进南洼 1号民宅，这

里打造了一个完整的展厅，将古村落中留存

的剪纸技艺、古色账本、纺织岁月、家把舀具、

瓷瓶瓦罐呈现眼前。“这些物件无不记录着晋

商文化，体现着南洼的辉煌历史。”他说道。

如今的南洼，新村兴，旧居便没了往日的

风光。全村一百七十户人家大都住进新建的

房屋之中，但在曾经四合院林立、前庭后院的

古村落里居住的人家也有十户左右，生活气

息浓郁。

说话间，85 岁的退休教师李保香缓缓推

开自家雕花木门。老人扶了扶老花镜，望着

修缮一新的青砖黛瓦，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笑

意：“修得好！修得好啊！”他布满老茧的手轻

轻摩挲着修复如初的木质窗棂，声音里带着

难掩的激动，“这些老房子总算有了精气神，

发展乡村旅游好啊，既能守住乡愁，又能让更

多人回来，这日子啊，越过越敞亮！”

一路走，一路听刘二峰介绍，一路感受岁

月的年轮，触摸时光的痕迹，墙砖斑驳的工坊

院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气息。“除修缮外，

我们村还有专业团队进行整体规划，在保护

的基础上合理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在新打造

的民宿院子里，只见现代化的住宿设施，空

调、地暖、高品质床品一应俱全。“未来，这里

的住宿体验在很多方面可与城里的酒店媲

美。”他自豪地说。

乡村民宿有哪些新体验？如何让游客愿

意留下来？怎样更好支撑乡村旅游？刘二峰

说，发展乡村旅游，让客人住下来非常关键。

住下来意味着更长的停留时间、更多的消费

场景、更好的消费体验，这样才能发挥乡村旅

游更大的带动作用。“咱们南洼乡村旅游的住

宿，目前的规划主要是‘农家乐’。”刘二峰说，

村里的民宿完善后，农家乐不仅以餐饮消费

为主，而是要逐步拓展为餐饮与住宿结合、餐

饮与采摘结合，进而向休闲农庄等多元化形

态发展。由于地处乡村，周边有大量的农田、

森林、农户，会给旅行者带来更接近自然的体

验。未来还准备推出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

项目，让游客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体验田

园生活的乐趣。谈及未来的发展与规划，刘

二峰信心满满：“为了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我们还会深度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定期举办

传统民俗活动，开发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

旅游商品。”

旅游是开启乡村振兴大门的一把金钥

匙，乡村旅游拥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

的人文宝库，也有囊括各类地形地貌的自然

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让古村落焕发出

新的生机，也会让村民看到希望，更能让传统

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刘二峰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挖掘古村

落的文化内涵，打造更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品

牌，让南洼古村落成为乡村旅游的一颗璀璨

明珠，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柳林县南洼村

黄土厚韵藏古院 晋西明珠绽新辉

□ 本报记者 高茜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娟
娟） 在吕梁山脉的绿意环抱

中，孝义市柱濮镇如来村以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引

擎，深挖山区资源禀赋，发展

冬谷特色种植与小米全产业

链，走出一条党建引领集体

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让昔日

的传统村落蜕变为产业兴旺

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党建引领聚合力，激活

发展“源动力”。村党支部发

挥“红色头雁”效应，多次带

领村“两委”干部、党员外出

考察取经，立足山区独特的

土地地貌和气候条件，精准

锚定冬谷种植产业。创新构

建“支部带领、党员示范、网

格服务、群众参与”联动机

制：网格员、党员中心户化身

“宣传员”，走村入户普及冬

谷种植技术；掌握农技的村

“两委”干部、党员干部化身

“田秀才”“土专家”，下沉田

间地头，开设“移动课堂”，手

把手指导波浪式覆盖、梯台

式穴播等新技术，将农业科

技转化为村民看得见、学得

会的“致富密码”。

项目赋能促增收，绘就

产业“丰收图”。2022 年，如

来村抢抓政策机遇，申请孝

义市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

资金 55 万元，自筹 95 万元，

启动冬谷及高粱种植项目。

经过两年深耕细作，700 余

亩冬谷在山地上茁壮成长。

得益于科学种植技术，冬谷

生长周期延长至 270 天，亩

产突破 600斤，较传统种植产量翻番，两年总产量

达 200吨，带动村集体增收 62万元、村民累计增收

45万元。金灿灿的谷穗不仅装满了“米袋子”，更

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

全链发展提质效，打造品牌“新名片”。为有

效延伸农业产业链，把增值收益留在本地、留给农

民，2023 年，如来村通过申请中央、省、市财政扶

持集体经济资金与自筹的方式，投资建设占地

2400余平方米的小米加工厂，成套引进先进的小

米加工设备，实现日加工小米 40 吨。从筛选、脱

壳到抛光、包装，全流程标准化生产确保每一粒小

米品质上乘。推出的系列礼盒装产品，兼具品质

与颜值，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成为市场

新宠。

如今，如来村正全力构建“种植+加工+销售”

全产业链生态：建设孝义优质小米基地，注册专属

商标，携产品亮相农交会、展销会，并试水“直播助

农”新赛道。通过线上线下双轮驱动，如来冬谷品

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一条党建强、产业旺、农民富

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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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少
伟） 近 日 ，方 山 县 委 统 战

部、方山县工商联联合邀请

政策、金融等方面的专家，

围绕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

需求，从政策传达、形势分

析到意见收集、金融支持，

全方位为民营企业排忧解

难，助力其在复杂的经济环

境中找准方向，稳健前行。

在组织大家集中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关

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

之后，该县特邀省政府参事

室研究员刘本旺就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解读，

并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形

势，帮助企业准确把握宏观

经济走向，明晰未来发展机

遇与挑战，及时调整战略布

局，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针对民营企业普遍关

注的融资难题，邀请方山农

商银行的相关负责人现场

解读了国家和地方的最新

金融政策，介绍了金融产品

和服务方案。银行负责人

不仅现场回应了企业提出

的融资需求，还与民营企业

开展了初步业务洽谈，为企

业解决资金难题提供了切

实可行的途径，让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拥有更充足的资

金保障，增强了企业的发展

底气。

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

不仅解决了民营企业面临的

实际问题，更激发了企业的

发展活力和创新动力。民营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对未来

发展充满信心，将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抓住发展机遇，为

地方经济的繁荣贡献力量。

据悉，下一步，方山县

委统战部、方山县工商联将

持续关注民营企业发展需

求，积极搭建政企沟通的桥

梁，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优

化营商环境，为全县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助

力地方经济实现新的腾飞。

方山县

多向发力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浪潮中，我市聚焦特殊群体

创业需求，打出金融扶持“组合拳”。近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该局联合市残联、退

役军人事务局推出专项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为残疾人、退役军人等群体量身定制融

资服务，助力其叩响创业之门。

政策“组合拳”破解创业资金困局。针

对特殊群体创业面临的资金短缺、融资门

槛高等痛点，我市推出“资金扶持+流程简

化+贴息优惠”政策包：通过降低贷款申请

门槛、精简审批环节，实现创业担保贷款

“快速办”；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给予最高

30 万元贷款额度，并按规定享受财政贴

息，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无论是残疾人自

立创业，还是退役军人二次就业，都能在政

策中找到支点。”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政策旨在点燃创业热情，守护每个创业

梦想。

全市服务网络赋能创业生态。作为政

策落地枢纽，山西省创业融资服务中心吕

梁工作站自 2018年启动以来，已建成覆盖

13个县（市、区）的服务网络。各工作站通

过整合政银担资源，构建“融资对接+就业

服务”双平台，累计为重点群体和中小微企

业解决资金难题超亿元。离石工作站负责

人介绍，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开展专项对接

会，创业者从申请到放款平均耗时缩短至

15个工作日，有效提升融资效率。

全链条服务彰显民生温度。为实现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吕梁市打

造“资质确认—资格审核—贷款审批—担

保放款”全流程闭环服务：创业者可通过政

务窗口办理《创业证》确认主体资格，经人

社部门审核后，由邮储银行完成贷款审批，

再由省级担保机构出具担保函，最快 10个

工作日内完成放款。此外，季度贴息政策

和灵活还款方案同步落地，进一步减轻创

业负担，体现政策人性化关怀。

随着政银担协同机制持续深化，吕梁

市正以金融“活水”浇灌创业土壤，推动特

殊群体从“输血”向“造血”转变。数据显

示，政策实施首月已受理申请 120余笔，预

计年内将带动超 500名特殊群体实现创业

就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服务“加码”精准施策

我市护航特殊群体走稳创业就业路

图为南洼村修缮后的建筑与旧居交相辉映。 高茜 摄

当前，山西省冬小麦从

南到北相继进入扬花灌浆

期，这一时期是小麦产量形

成的关键时期，同时面临病

虫害侵袭以及大风、高温、

烂 场 雨 等 自 然 灾 害 影 响 。

小麦后期田间管理要把“防

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防

倒伏”作为工作重点，对关

键环节和关键措施进行精

抓细管，全力保障我省小麦

实现丰产丰收。

一、加强病虫害监测与
防治

1. 加大监测力度。小

麦生长后期是病虫盛发期，

也是防治的关键期。各地

要加大对白粉病、锈病、赤

霉病、蚜虫、吸浆虫等病虫

害的监测普查力度，准确掌

握病虫害发生发展动态，及

时发布病虫害预警信息。

2. 科 学 用 药 ，综 合 防

治。针对不同病虫害，选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且对天

敌安全的农药，严格按照农

药使用说明控制用药剂量

和使用次数，避免盲目加大

药量和频繁用药，减少农药

残留和环境污染。在多种

病虫害混发区，可选用合适

的 杀 菌 剂 、杀 虫 剂 科 学 混

用，综合施药，达到一次施

药 防 治 多 种 病 虫 害 的 目

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和利

用天敌，如释放蚜茧蜂防治

麦蚜等，充分发挥天敌的自

然控制作用。

3. 重点病虫害防治措

施。小麦条锈病：全面落实

“带药侦查、打点保面”防控

策略，采取“发现一点，防治

一片”的预防措施，及时控

制发病中心。当田间平均

病叶率达到 0.5%～1%时，

组织开展大面积应急防治，

并且做到同类区域防治全

覆盖。药剂可选用三唑酮、

烯唑醇、戊唑醇、氟环唑、己

唑 醇 、丙 环 唑 、醚 菌 酯 等 。

小麦赤霉病：密切关注天气

变化，对赤霉病可能发生区

（高感品种麦区），如果天气

预报小麦扬花期有 2天以上

连阴雨天气，药剂可选用氰

烯菌酯、丙硫菌唑、戊唑醇、

福美双、甲基硫菌灵、枯草

芽孢杆菌等提前喷药预防，

要用足药量，施药后 3～6小

时 内 遇 雨 ，雨 后 应 及 时 补

喷。小麦白粉病、叶锈病：

发病初期，当田间白粉病病

叶率达 10%或叶锈病病叶

率达 5%时及时防治，药剂

可选用三唑酮、烯唑醇、吡

唑醚菌酯、丙环唑等。小麦

麦蚜、麦蜘蛛、吸浆虫：麦蚜

防 治 可 选 用 吡 蚜 酮 、啶 虫

脒 、吡 虫 啉 、抗 蚜 威 、苦 参

碱、耳霉菌等药剂，有条件

的地区，提倡释放蚜茧蜂、

瓢虫等进行生物防治。麦

蜘蛛可选用阿维菌素、联苯

菊酯、联苯噻虫嗪等药剂防

治，吸浆虫可用高效氯氟氰

菊酯、噻虫嗪等药剂防治。

4. 开 展“ 一 喷 三 防 ”。

当多种病虫害混合发生时，

科学组配杀菌剂、杀虫剂、

生长调节剂及叶面肥等，可

选用三唑酮、烯唑醇、戊唑

醇 、己 唑 醇 、丙 环 唑 、咪 鲜

胺、丙唑·戊唑醇等杀菌剂，

吡虫啉、啶虫脒、吡蚜酮、噻

虫嗪、抗蚜威等杀虫剂，以

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

肥 等 ，混 合 喷 施 ，一 喷 多

防。特别注意小麦用药间

隔期，收获前 15天停止使用

农药，确保小麦产品质量。

据山西省现代农业小
麦产业技术体系

知识农业

我省小麦后期田间管理意见（1）

近日，吕梁市第二中学开展了消防安全逃生疏散演练活

动。演练前，学校各班级召开了消防安全主题班会，详细讲解

了消防安全知识及逃生注意事项。演练中，随着警报声响起，

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手捂口鼻，低头弯腰、迅速有序地从

安全通道撤离，到达指定逃生地点。现场消防指战员还对全

体师生就安全逃生及如何使用灭火器进行示范讲解，邀请学

生现场操作体验。这次演练为平安吕梁建设，构建和谐校园

打下坚实基础。

图为吕梁市第二中学进行消防演练。

记者 侯利军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5 月 14 日，由市委宣传部、

市委讲师团举办的“以讲聚

力 学 思 想 踔 厉 奋 发 开 新

篇”——第四届吕梁市理论

宣讲大赛举行决赛。市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高 奇 英 出

席。

此次宣讲比赛，不仅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也是展现全市党员干部群

众精神风貌和理论素养的

重要平台。决赛现场，来自

全 市 各 条 战 线 的 18 位 选

手，以生动的语言、鲜活的

故事，诠释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深刻理解，展现新时代新

征程的奋斗姿态。

高奇英在致辞中指出，

理论宣讲是一项政治性、思

想性、艺术性兼具的工作。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这条主线，聚焦市委二十件

大事要事和全市发展大局，

突出主题、把握重点，讲好

党的故事、吕梁故事、身边

故事，做到以理服人、以情

感人、以事育人。要创新宣

讲 方 式 方 法 ，坚 持 贴 近 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运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

“大道理”转化为“家常话”，

让理论宣讲更有温度、更有

深度、更有感染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市

直工委推荐选手王柏媛、交

口县委宣传部推荐选手王

森弘荣获一等奖。

第四届吕梁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