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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临县宣传事业发展中心

本报讯 5 月 30 日，临县县委

书记、政府县长姚树山来到县直机

关幼儿园与孩子们共度“六一”儿

童节，并向全县广大少年儿童致以

节日的问候，向抚育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的辛勤园丁和广大教育工作

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勉励全县少

年儿童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培养

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志玲，县政协主席任文珍及部分

县四大班子领导一同参加慰问。

县直机关幼儿园现有在园幼

儿 289名，教职员工 30余人。多年

来，幼儿园以非遗文化伞头秧歌和

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为题，开设

了形式多样的特色课程，让中华文

化在娱乐中浸润孩子们的心田。

慰问中，姚树山一行在小朋友的陪

伴下共同走进校园，参观教室和活

动区域，观看朝气蓬勃的文艺活

动、欣赏童心满满的手工作品，不

时为孩子们的创造力点赞，还走到

孩子们中间，俯下身子与他们亲切

互动，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并为

孩子们送上慰问金，希望他们能健

康快乐、茁壮成长。

姚树山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

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每个

少年儿童快乐健康地成长，是党和

国家教育方针的重要一部分。相

关部门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和保障力度，及时帮助解决相关

困难及问题，为孩子们的成长创

造有利条件；幼儿园要突出特色、

发挥优势，不断提升办学能力水

平，加深对孩子们的关爱程度，为

孩子们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广大教师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初心使命，当好少年儿童成

长的引路人，用心用情为孩子们的

茁壮成长保驾护航，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不断推动临县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 （李小刚 张柯莉）

“老师快看！我包了个迷你粽子！”“哇，

这个香囊颜色可真漂亮！”5月 28日，临县青

塘农庄里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来自中

阳县宁兴学校的学生们在此开展端午研学

活动，学生们围坐桌旁包粽子、做香囊、喂小

动物，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古村上空。

谁能想到，这个日均接待近千名研学学

生的“北方粽子之乡”，曾是吕梁山区年人均

收入不足 3000元的深度贫困村。从无人问

津的农家手艺到年产值破 2 亿元的富民产

业，前青塘村凭借小小粽叶托起乡村振兴

梦，传承与创新的故事在这里徐徐展开。

粽叶飘香 古村落里的“甜蜜”传承

前青塘村位于临县城南 8公里处，地处

湫川腹地、湫水河西岸，至今已有 700 年以

上的村史。元朝时，这里名为“青舍里”，明

朝改称青塘村，后因人口繁衍分为前青塘

村与后青塘村。

在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前青塘村的

“海眼”泉宛如珍宝，水流清澈，常年奔涌，

汇聚成塘后滋养出大片芦苇地，苇叶宽大

肥厚，是包粽子的上好原料。

《临县志》中有记载，“池塘天生，碧水

盎然；苇苗离离，粽席特产”，寥寥数笔，道

尽了这片“晋西水乡”的独特生态禀赋。

前青塘村的粽子制作历史可追溯至

700 余年前，元代迁居至此的王氏家族，偶

然发现用当地苇叶包裹红枣糯米蒸煮后，

口感软糯回甘，便将这门“甜蜜手艺”代代

相传。

前青塘村村民刘文启说：“我们的粽

子，用的是临县的黄河滩枣、优质糯米和天

然苇叶，从选料、泡米、包粽到蒸煮，每个步

骤都有严格要求。”

如今，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青塘粽子

制作技艺”仍保留着诸多古法工序，当孩子

们在研学中亲手制作时，感受到的不仅是

苇叶的清香，更是黄土高原上“一叶兴村”

的传奇故事。

产业破局 从“小粽子”到“大产业”

一片小叶子如何带来巨变？前青塘村

党支部书记张新文对此感慨颇多。

2011 年的前青塘村，像被时光遗忘的

角落：600 多亩芦苇在湫水河畔摇曳，村民

却捧着“金饭碗”喝稀粥——苇叶每斤只能

卖 4 元，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全村 794 户中

有 344户是贫困户。

如何让小叶子变成“金叶子”？张新文

说服全家齐上阵，支起大锅，率先捣鼓起粽

子生意。

起初的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人们只知

道 青 塘 粽 叶 好 ，并 不 了 解 青 塘 粽 子 的 风

味。于是，张新文转变思路，开始大量赠送

试吃。这一送，竟意外打开了市场——青

塘粽子凭借扎实的用料与独特口感，收获

了一批批的回头客。

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传统粽子保质

期只有 3—5 天，根本走不出十里八乡。如

何能延长保质期？张新文带着村民开始了

技术突围，他们凑钱买来高温灭菌设备，在

厂房里反复搞试验。

“温度高了粽子会化，低了灭菌又不彻

底。”张新文说，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他们

终于掌握了高温灭菌的黄金参数，将粽子

保质期延长到 180天。家家配备抽真空机，

几户共享灭菌罐，补齐了产业“短板”。

2016年，张新文牵头成立粽子加工厂，

整合村里闲置劳动力实现规模化生产，这

一年，全村卖出近 5万只粽子。村民的积极

性被全面调动起来，2018年，青塘村实现整

村脱贫，变身四季飘香的“粽子专业村”。

“想做成大产业，就不能只局限在吕梁，

为了扩大市场，我们带着粽子参加各种农产

品展销会，研发出了多种口味，逐渐提高了

青塘粽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张新文说。

之后几年，随着电商与直播兴起，青塘粽

子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销售额从2021年

的8000万元跃升至2024年的1.8亿元。

从手工作坊到产业集群，从单季生产

到全年供应，如今，前青塘村形成龙头企

业+规模企业+家庭工厂的产业梯队：龙头

企业山西青塘食品有限公司年产值过亿，

单日产能 5万只；10多家规模企业年产值数

百万元；100多家家庭工厂年产值几十万至

百万元。

“我们要打造‘南有嘉兴、北有青塘’的

北方粽子生产基地，预计今年青塘粽子能

卖出 2亿元！”张新文自信地说。

链式发展“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踏入山西青塘食品有限公司的粽子产

业园，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

30多位经验丰富的包粽女工一刻不停

地忙碌着。她们指尖灵巧翻飞，三片苇叶

交错叠放，眨眼间就折成一个精巧的漏斗，

放一勺糯米，再嵌入特制的蜜浸大枣，用马

莲草封口。

46岁的王喜林是园区里的“快手王”，平

均 13秒就能包好一个粽子。她笑着说：“最

近订单暴增，大家都在加班加点。手脚麻利

的女工一天能包近 2000个，收入四五百元，

一个月下来能挣一万多元，待遇还不错。”

煮制车间内，6 台大型蒸煮锅火力全

开。咕嘟的沸腾声中，粽叶清香与糯米甜

香交织弥漫。工人们严格把控火候，历时

整整 10个小时，确保每颗粽子软糯适中，将

粽叶、糯米、蜜枣和马莲草的香气充分渗入

晶莹的米芯。

车间主任刘金梅用一首临县民谣对青

塘粽子进行了完美诠释：“火火烧得红通

通，锅锅煮得嘚愣愣，粽子闻着香喷喷，吃

到嘴里筋韧韧。”

新鲜出炉的粽子经过标准化冷却处理

后，被迅速运往真空包装车间。称重、封

装、灭菌、贴标，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确保

这份美味以最佳状态发往全国各地。

“坚持老传统，还原老味道，是我们的

核心理念。”山西青塘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侯文介绍，“我们保证所有粽子均采用纯

手工制作，无任何食品添加剂。守护这份

独特的美味，是我们始终坚守的事业。”

这个占地2万平方米、年产值高达上亿元

的超级“粽子工厂”集原料种植、加工、包制、销

售为一体，在省内设立十几家办事处，在山西

的粽子销售市场占到80%以上的份额。

以青塘粽子为拳头产品的“链式经济”

在不断壮大，辐射带动了临县的黄米种植、

黄河滩枣、枣花蜜以及包装、运输、快递、直

播等产业的全面兴起，真正实现了“一业

兴、百业旺”。据统计，目前青塘粽子全产

业链产值累计达 3 亿元，带动近 3000 人实

现家门口就业。

农文旅融合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从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到闻名全国的粽

子村，前青塘村用了 10年时间。

小小粽叶成为兴乡富民的“摇钱树”。

2022 年，青塘粽子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单。前青塘村也先后获得“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

誉称号。

如今，前青塘村以非遗技艺为纽带，精

心规划“乡村研学+古建探秘+红色文化”的

特色旅游路线，构建起农文旅深度融合的

发展新画卷。

村内清代王氏建筑群以“王”字布局闻

名，23 座四合院保存完整，砖雕、木雕工艺

精湛。始建于 1912 年的天主教堂，其立体

砖雕技艺堪称晋西北一绝。对晋绥军区野

战医院旧址进行红色旅游开发，年接待研

学团队 40 余批次。依托“海眼”和湿地景

观，新开发的百亩鱼塘、水上乐园等项目，

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 2 小时延长至 2.5
天，旅游综合收入年增 28%。

除此之外，村里引进河北白洋淀的芦

苇系列工艺品技术，并对村民进行技术培

训。以粽子为核心开发的文创礼盒、特色

伴手礼等系列产品，不仅丰富了乡村旅游

的文化内涵，更成为擦亮“青塘”品牌的闪

亮名片。

“望不穿的芦苇荡，游不遍的大鱼塘，

走不尽的古街道，闻不够的稻花香”。丰富

的旅游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前

青塘村。

这个曾经“藏在山中人未识”的小山

村，凭借一片小小粽叶，在文化与产业的双

重加持下舒展脉络，打开了传统与现代交

融、生态与经济共赢的振兴之门。未来，这

个黄土高原上的“鱼米之乡”，将继续以文

化为魂、产业为骨、旅游为翼，在乡村振兴

的浪潮中破浪前行。

本报讯 近年来，临县以打造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为牵引，紧紧抓住省委、省政府实

施太行山吕梁山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政策机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厚植绿色发

展基础。全县森林覆盖率由 2016 年

底 18.3%提高到 2024 年底的 26.5%。

其中，累计实施退耕还林 106.2 万亩

（前一轮退耕还林 17.15万亩，新一轮

退耕还林 89.05万亩）。

在具体实践中，临县采取三种模

式，让生态红利充分释放。一是积极

发展“林药、林粮、林草、林菌、林禽”

多元化林下经济项目，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能。二是大力实施红枣、核

桃等经济林提质增效工程，推广嫁接

了 18 个红枣新品种，7 个核桃新品

种，有效提高了林果质量和产量。同

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支持研发了

枣芽茶、枣花蜜、枣醋、枣酒、核桃粉、

核桃油等系列生态产品，培育壮大特

优产业，增加林农收入。三是深入推

进林旅融合，打通“两山”转换通道，

打造了千年古枣树园、红枣采摘园、

森林康养基地等集生态、观光、旅游

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园区，切实带动周

边群众增收致富。2022年 8月，临县

被授予“全国绿化先进集体”称号。

2024年 6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栏目专题报道了临县林业生态建设

的典型做法。

临县东山退耕还林工程，是引领

全县退耕还林的示范工程，先后实施

1.85 万亩。其中 2003 年实施前一轮

退耕还林 0.77 万亩（生态林 0.62 万

亩、经济林 0.15万亩）；2017年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 1.08万亩（生态林 0.88
万亩、经济林 0.2万亩）。该工程因地

制宜，多林种、多层次搭配，经济林栽

植核桃树，生态林栽植油松、侧柏、五

角枫、火炬等树种，是全县生态建设

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文/图 刘生锋）

本报讯 5 月 29 日，黄白塔小

学举行了以“牢记党的教导 争做

强国少年”为主题的“六一”庆祝

活动。政府副县长李志忠以及县

科协、教体局、关工委相关负责人

与全校师生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

意义和欢乐的节日。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

开序幕，领导们依次发表讲话。

李志忠向孩子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鼓励他们牢记党的教导，树立

远 大 理 想 ，努 力 成 长 为 国 家 栋

梁。县科协、教体局及关工委相

关负责人也分别寄语，强调教育

和品德培养的重要性，希望孩子

们勤奋学习、积极向上。

随后，领导们向学校进行了

捐赠，带来了图书、学习用品等物

资 ，助 力 学 校 教 育 教 学 工 作 开

展。捐赠仪式后，精彩纷呈的文

艺汇演正式开始。节目涵盖合唱

与朗诵，同学们用嘹亮的歌声和

深情的朗诵，表达对党的感恩、对

祖国的热爱，展现出新时代少年

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活 动 最 后 为 表 现 优 秀 的 班

级、学生个人、十佳少年和优秀教

师进行颁奖。此次“六一”活动不

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

台，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爱党爱

国的种子。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与

支持下，黄白塔小学的孩子们将

牢记党的教导，向着强国少年的

目标奋力前行。 （张柯莉）

本报讯 近日，第七届全国文

明村镇名单揭晓，临县城庄镇、安

业乡前青塘村、三交镇孙家沟村

凭借突出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成

功入选，为临县乡村精神文明建

设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探索移风

易 俗 的 有 效 路 径 ，创 新 实 施

“12344”工作法，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通过制定并落实移风易俗村

规民约，实现“一约四会”覆盖率

100%。在文明祭祀方面，开展“鲜

花换纸钱”“丝带寄哀思”等活动，

引导群众树立文明祭祀观念，显著

提升了群众的环保意识和文明素

养。同时，城庄镇依托良好的区位

优势和产业基础，打造“一区五园”

的农文旅融合模式，推动千亩食用

菌园区等大项目落地，带动全镇经

济与文明建设协同发展。

安业乡前青塘村以产业发展

为引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迈向

新高度。作为闻名全国的“粽子

村”，前青塘村建成粽子产业园，

日加工粽子规模达 15 万只，不仅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还促进了一

二三产业全面发展。村里利用泉

水湿地打造“北方水乡”旅游品

牌，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底

蕴，发展乡村旅游。此外，前青塘

村被命名为“吕梁市移风易俗示

范村”，喜事新办、厚养薄葬等文

明理念已深入人心。

三交镇孙家沟村注重历史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村内明清窑洞

保存完好，红色旧址和艺术家开

设的艺术馆交相辉映，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写生、休闲，成为热门的

乡村旅游打卡地，被誉为“被艺术

点亮的村庄”。在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过程中，孙家沟村破除封建

迷信，积极营造文明健康的乡村

氛围。

此次城庄镇、前青塘村和孙

家沟村获评全国文明村镇，不仅

是对临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高

度认可，也为其他地区的乡村振

兴和文明创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借鉴。下一步，临县将持续深化

精神文明建设，以文明之光照亮

乡村振兴之路。

（刘生锋 李玉峰）

临县一镇两村

获评“全国文明村镇”

本报讯 艾 草 青 青 ，粽 叶 飘

香。5 月 29 日，临县刘家会镇富

民社区“端午传情 邻里共融”主

题活动在居民们的热切期盼中温

情启幕，社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

节日氛围，邻里情谊在粽香与欢

笑中悄然升温。

活动伊始，社区活动中心变身

温馨手工作坊。翠绿粽叶在居民

手中翻飞，雪白糯米与红枣、豆沙

等馅料交织，勾勒出对传统节日的

美好期待。经验丰富的阿姨们现

场示范包粽技巧，年轻父母带领孩

子专注学习，谈笑间，一粒粒棱角

分明的粽子陆续成型。当热气腾

腾的粽子出锅，居民围坐分享，在

软糯香甜中触摸千年端午习俗，感

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粽香未散，互动游戏点燃现

场热情。“趣味投壶”区，羽箭划过

弧线，中壶时的清脆声响与欢呼

声此起彼伏；“非遗龙舟拼图大挑

战”将传统龙舟竞渡的拼搏精神

转化为桌面的智力与速度角逐，

参与者全神贯注，留下难忘瞬间；

“蒙眼走格子”环节笑声不断，参

与者在摸索中感受邻里的热心提

示，陌生距离在互动中消弭，邻里

情谊持续升温。

活 动 的 温 情 延 伸 至 社 区 角

落。由居委会成员与志愿者组成

的“温情小分队”，携带居民共制

的“爱心粽”及慰问品，走访高龄

长者家庭。每一声亲切问候、每

一份暖心礼物，都让传统节日的

关怀流淌在社区最需要温暖的角

落，传递出浓浓的社区温情。

“ 本 次 活 动 不 仅 是 民 俗 盛

宴，更是温情的凝聚。”富民社区

支部书记高利霞表示，活动以粽

为媒、以乐为桥，让传统文化在

体验中焕发生机，让守望相助的

邻里情扎根社区。未来，社区将

继续以多元活动为纽带，滋养幸

福家园，持续提升居民的归属感

与幸福感。 （严晓声）

姚树山等县领导与县直机关幼儿园小朋友欢度“六一”

黄白塔小学

“六一”庆祝活动精彩纷呈

刘家会镇富民社区

举办“端午传情 邻里共融”主题活动

一片叶子如何撬动亿元产业链？
□ 文/图 刘生锋 沈沁芳

临县：加快生态系统治理 筑牢绿色发展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