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伴从小就喜欢文体活动，念小
学时开始显露出这方面的天赋，每当
节日学校组织演出，她总是第一个报
名参加。初中毕业时，学校曾推荐她
报考地区的艺校，虽然考上了，但因
为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她又是排
行老大，急于让她上班挣钱，为父亲
分担养家糊口的重担，就趁矿里招工
机会参加了工作，失去了走进文艺圈
的一次良机。

参加工作后，很快她在文艺方面
的特长就被领导发现，成为了矿里文
艺活动的骨干。老伴退休后，由于她
的文艺功底和舞台上多年演出的口
碑 ，自 然 就 成 为 年 年 春 节 元 宵 节 期
间，矿山秧歌队的组织者和辅导者。
她带领秧歌队学习、训练、演出，每年
总 要 热 闹 一 个 多 月 ，虽 然 很 累 很 辛

苦，又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她年年
都习惯性的担此重任并且乐此不疲。

老伴年年组织矿里的秧歌队，却不
拘泥于老套路，年年都有新元素的加
入、新花样的看点。前几年主要是关注
队形上的变化，由两路纵队变化为四
路、八路、十六路纵队，再由纵队变化
为头尾相接的圆形队伍，这些变化都
是在毫无痕迹中完成的，观众根本看
不出来。每每到一个新“镜头”出现了，
观众才恍然大悟报以热烈的掌声。

后来她又琢磨起服饰与手中小
道具的更新创新，一年一个新组合，
往往令观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

再后来，她又在秧歌队的基本队
形之外，参入几个小分队，比如旱船、
跑驴、老鼠娶亲、唐僧师徒取经、梁祝
化蝶等等有内容有情节的机动表演，

大大丰富了秧歌队伍演出的内涵，提
升了活动的档次，更加受到了观众的
赏识与欢迎。

老伴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带
领队伍蹦蹦跳跳一天下来，常常是人
困马乏腰疼腿酸，但她让大家听到、
看到更多的则是她的眉飞色舞、喜形
于 色 ，滔 滔 不 绝 于 那 些 演 出 中 的 花
絮、老姐妹们的相互调侃取乐、观众
对她们争竖拇指的场面、领导对秧歌
队成绩的肯定与赞扬，说得全家人也
都跟着她一起同享其中的乐趣。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老伴按照
矿里的安排，带领秧歌队紧锣密鼓的
参加了全市的系列纪念活动，并再一
次获得成功，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一
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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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杏花村的白酒产
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市
委市政府正式决定把建设杏花村酒
业集中发展区作为吕梁市一号工程，
定为全省转型综改重大项目。到目
前入园企业 13家，产业项目 13个，另
有白酒交易大厦、生活区、基础设施、
污水处理、防洪体系、区域绿化等 12
个大项目建设完工或部分完工，总投
资完成了 88.92亿元。杏花村酒业集
中发展区按照规划建设已初具规模，
为大力发展酒文化特色旅游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结合杏花村白酒产业的现状，杏
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继续发展，要合
理调整布局，把产业、旅游、小城镇相
融共建，特别是把杏花村酒文化特色
旅游项目，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办法

重点去抓，以此推进产业集群发展。
今年是全市“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为
加快酒业集中发展区项目建设，尤其
是加快杏花村酒文化特色旅游建设
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从发展经验看，把传承杏花村酒
文化、晋商文化和发展旅游文化结合
起来是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近年
来杏花村一直致力于打造集酿酒、储
酒、晋商、旅游、收藏、农耕、大院等诸
多文化为一体，用酒庄模式把杏花村
白酒推向全国乃至世界。为此进行
了一些尝试，首创了在中国最大的清
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建立第一个私人
储藏酒窖，开启了清香型白酒私人储
藏之先河，并使储藏酒转化为收藏品
和金融商品保值、增值、交易，成为新

时代的“晋酒银号”“白酒钱庄”；首创
了集名瓷、名酒、名书画、名人于一体
的个性化定制产品，凝聚文化、情感、
寄托、友谊，使其成为一件精美的内
涵丰富的艺术品和收藏品；首创了私
人酒器具收藏陈列馆，收藏了从夏商
以来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酒器具几
千件，尤以元代“好清酒”梅瓶最为知
名，对二十四史《北齐书》关于汾酒的
文字记载填补了实物佐证。几百件
磁州窑系列酒坛，蔚为壮观，让人震
摅，可谓“杯盏虽无言，尽吐酒乡风
情；缸罐皆有义，但现杏花沧桑”。为
此，被中国收藏家协会命名为国内首
家“中国收藏文化（储酒及酒器具）示
范基地”。近年来吸引和接待了大批
的国内外旅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特色项目，
申报并筹建“中外酒器具收藏博物馆
及旅游商品开发项目”和“5000 吨优
质白酒储藏改扩建项目”；正在申报

“山西杏花村白酒交易中心”“新晋商
储酒文化博物馆”和“杏花村储酒文
化特色旅游基地”。

实践证明，杏花村这块神奇的地
方，不仅可以产出美酒，而且还可以
挖掘出独特的酒文化，成为绝佳的旅
游胜地。与现有的大符观、竹叶青公
园、汾酒博物馆、贾家庄生态园、田村
圣母庙等一系列旅游景点相辅相成，
形成网络。

柳林福地，怀梦之邦；襟尾三川，盘左吕
梁。北接临县，连朔州以通远疆；南屏石楼，
带永和而向平阳；东倚石洲之形胜，卧青银为
内脊；西凭黄河之威势，扼三晋为中堂。地大
物博兮，以资源富集；历史悠久兮，凭人文昭
彰。

柳茂成林，嘉名自然所赐；枣红遍野，佳
地天公为酬。乾坤有常眷之心，风物得独钟
之美。山城柳林，黄河东滨；盛产母枣，起源
中心。《诗经》有云：“园有枣，其实可食”；《战
国策》记：“北有枣栗，足食于民”。

柳林红枣，多生于沿黄区域，喜长于梁峁
之地；蜂旋蝶舞于其间，蝉唱鸟鸣于其上。滔
滔大河壮其风韵，巍巍群山谱其沧桑；郁郁碧
野秀其英姿，潺潺清溪映其靓装。廿八万亩
枣林兮，久蕴祥风，犹蓄腾飞之势；六千万斤
枣果兮，长滋胜地，乃成锦上之珠。

一曲《下柳林》，红了三晋；一捧大红枣，
天下红了。

沿黄乡镇，村村枣为主产；母枣伢枣，枣枣品质绝佳。檐前屋后，
尽是摇钱树；坡左路右，皆为蘸蜜枝。庭院栽培，深含“早”意；山野植
株，遍取其芳。五月之花开，嘉树千株，养翠于澹荡惠风；九月之果
芬，玛瑙满园，散彩于烂漫秋光。

柳林红枣，性温味甘，健脾益胃；养血安神，祛病强身。与谷为伍
可做膏汤，与畜为膳堪补胃肠；参诸药为引而称中将，合飞禽共餐可平
阴阳。古有民谚：五谷加红枣，胜似灵芝草；天天吃仨枣，百岁不显老。

枣乡柳林，扬诚信之本，荣膺国家生产基地称号；魅力三交，集黄
河之蕴，首获“中国红枣第一镇”命名；柳林红枣，纳黄土之怀，有机种
植，喜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柳林红枣，承晋商之脉，上乘品
质，又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时代潮流，浩浩汤汤。红枣产业，面临挑战；
供求关系，重新洗牌。小康之华章，城乡共谱；富民之责任，党政比肩；
滚滚兮科技大潮涌，浪打浪；浩浩兮兴枣强风起，波连波。做强红枣产
业兮，春风送暖；助力乡村振兴兮，春意盎然；特色农产品展示兮，春色
满园；传统特色小吃品鉴兮，春光灿烂。提高科技含量，延伸“产业链”
还藉“基因再造”；创新商业模式，提升“附加值”已欣“文化引领”。

歌曰：高天厚土，物华天宝。获乾坤之滋养，得日月之灵光；人才
与产业齐飞，经济共文化一色。喜哉，红枣为本，则席间滋味、舌尖甜
蜜美矣；乐哉，文化传承，则心中国梦、醉里乡愁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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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杏花村汾阳杏花村
特色旅游业大有潜力特色旅游业大有潜力

□ 本报记者 梁瑜

全面加快杏花村酒业集中发
展区建设，特别是杏花村酒文化
特色旅游建设，既符合“十四五”
规划发展目标，又是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改革的重点项目，更符合
杏花村白酒产业发展的实际，是
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要尊重科学合理规划统筹安
排相融共建。在完善白酒园区方
面和小城镇建设、旅游规划，统筹
考虑、相融共建。特别是在旅游
建设上，把杏花村酒文化旅游、晋
商文化旅游、大院旅游和佛教、道
教文化旅游统筹起来，从区域上
把杏花村现有景点与杏花村古遗
址、古村镇、酿酒博物馆、汾酒老
酒坊等一系列杏花村酒文化和晋
商文化通盘考虑，和介体、平遥、
灵石等旅游结合起来，逐步形成
串连成片。

在发展区要突出产业支撑，

着力抓住杏花村白酒这一龙头产
业，认真落实杏花村酒业集中发
展区规划，重点狠抓杏花村酒文
化特色旅游产业的挖掘和建设：
一要积极推动已确定旅游项目的
建设，如杏花村古遗址、古村镇、
酿酒博物馆、汾酒老作坊修复工
程、湿地公园等；二要积极支持申
报创建的酒文化特色旅游项目，
如储酒文化博物馆、杏花村储酒
文化旅游基地、山西杏花村白酒
交易中心等；三要进一步挖掘千
年酿酒文化，以石刻、雕塑、长廊、
亭阁等为载体，打造一批酒文化
旅游景点，弘扬白酒文化；四要积
极支持农业生态采摘园建设，以
建设北部边山绿化工程和南部湿
地公园为契机，因地制宜，大量种
植杏树、核桃等经济林和葡萄、玫
瑰等助推酒业发展的生态农业采
摘体验区。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在汾阳杏花村采访，眼前优美宜人的景色令人遐想，头脑中自然出现江南三月，春雨
蒙蒙，杏花冒雨迎人的春意图。

中华名酒第一村——杏花村，其酿酒史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韶文化时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深厚的酒文
化，进入明清以后，随着晋商崛起，杏花村酒文化进一步拓展，使这座千年古镇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旅游资源。

杏花村旅游 别具特色 完善园区项目 发展旅游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