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离石区信义镇归化村，一条条水泥街
道干净整洁、一排排窑洞整齐排列、一盏盏新式
路灯巍然挺立、一排排图文并茂的文化墙让人
眼前一亮。近年来，归化村以农业为基础、文化
为灵魂、旅游为载体，着力做好文旅融合发展文
章，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渐入佳境，这也是我
市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伴随文旅
融合的步伐，“诗和远方走在了一起”，标志着文
化和旅游业进入了新时代。

文旅之间具有
天然粘合性

文化与旅游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知”和

“行”结合在一起。在当今的大众旅游时代，文化
和旅游更是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
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两者的有机结合和深度融
合，既是实现文化和旅游业互动共荣的客观需
要，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记者在离石、汾阳、临县等县市采访，在实

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各地文旅融合发展
参差不齐。既有文旅产业卓有成效的成功范例
汾阳贾家庄、中汾酒城、碛口古镇等，但是也存
在个别地方文旅发展一拥而上、开发理念肤浅、
创新性不足的问题。

文旅资源开发深度不够、系统性不强。以
自然景观旅游为主要方式依然是当前旅游业发
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多数景区景点依然停留于
原始单一的粗放状态，没有融入具有地方特色
的演艺文化、工艺文化、饮食文化、时尚文化等，
游客参与性、互动性、娱乐性项目少，旅游活动
单调乏味，吸引力不强。

文旅产品文化性、创新性、地方特色性体现
不足。旅游产品结构仍以观光度假为主，产品
开发缺乏对文化内涵、地域文化背景等发展因
素的综合考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
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品，
在产品开发、特色宣传方面存在不足，更没有形
成旅游、度假、消费的一条龙服务体系。

文旅深度融合
需下恒久之力

黄昏时分，记者漫步于汾阳市贾家庄村贾
街，但见青石碧瓦、小巷斜阳，一股东方文化的
优雅温婉扑面而来。两旁的作坊内，手工织布、
布偶精美雅致。小吃街上羊肉泡馍、搅团等百
余种小吃令人垂涎……

田园风光、砖墙巷陌与独特风格的建筑群
相得益彰，使人如入桃源之境。“村里打出了文化
产业牌，以营造环境之美、彰显风尚之美、挖掘人
文之美为重点，大手笔建成民俗体验地，扎实打

造美丽乡村升级版。”村干部们这样向记者介绍。
从贾家庄等地的成功之处看，结合大众旅

游消费的特点，我市文旅深度融合尚需着重从
以下方面久久为功：

坚持市场导向、项目带动。结合本地文化
旅游资源、历史文物资源，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表演活动和文化产品，积极推进文旅产业
市场化进程，培育壮大具有前瞻意识、创新意识
的文旅企业，加快文旅项目研发，以项目推进带
动文旅融合，增强市场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

借力现代科技。利用现代智能科技促进文
旅融合前景广阔。当前新媒体浪潮风起云涌，
我市可以通过借助移动互联网客户端等新型传
播平台，丰富文旅营销渠道，加强与短视频龙头
企业项目合作，推出抖音或者快手等吕梁文旅
季，开展宣传我市地方特色文旅活动，把现有的
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结合在一起，打造出更具
观赏性、形象性的数字虚拟产品，构建吕梁文化
旅游品牌体系。

文旅产业和文旅事业有机结合。推动文化
产业与文化事业进一步融合，依托文旅企业举
行各种文化推销活动和展示活动，同时主动组
织各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动和民俗文化活动，
助推本地文旅产业事业的发展，形成全方位、宽
领域、多层次的文旅发展新局面。

通过创新文化旅游的载体形式和表达方
式，将抽象的文化开发成具象的文旅体验项目，
通过住宿、饮食、购物、娱乐等载体的有效展示
和合理表达，使之成为易被客人接受的具体文
化符号和体验性产品。如交城褐马鸡——褐小
美等文化符号就是通过对当地文化的一个综合
提炼，既为文化企业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也为市
民提供了了解更多文化产品的机会。

民间年画起门神，
木版精雕色彩真。
老虎窗花传寓意，
灶君天地赋新春。
造型生动题材广，
形象夸张技艺珍。
灿若星河风俗韵，
一枝独秀赋安淳。

柳林刘家焉头木
版年画兴起于清代中
叶，题材广泛，手法斑
斓，与当地民俗风土
相融合，形成了独特
的文化风格。柳林刘
家焉头木版年画源起
自河北武强。武强是
著 名 的 民 间 年 画 之
乡，历史悠久，品种繁
多，其丰富的内容被
誉为中国民间社会的

“百科全书”。
明清时期，柳林

县城商贸繁荣，刘家
焉头地处城郊，村民
经商者颇多。大约在
清代咸丰年间，武强
年画处于极盛时期，
汾阳是其重要的集散
地之一，柳林刘家焉
头的白俊勇从汾阳学
成引回，一度成为刘
家焉头村民的主要副
业。

白 俊 勇（1851—
1932）是刘家焉头木
板年画的第一代传承
人，起初刻板单一，仅
有门神、窗花等数样
印版，销量也小，仅限
于周边村镇。木版年
画传承到白俊勇的儿
子 白 崇 良（1886—
1962）及其孙子白树
江时，木板年画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
潜心钻研，大胆创新，刻制出了一批批
内容丰富，画面精美的印版，销量也大
增。

20 世纪 80 年代后，刘家焉头木版
年画达到了繁荣时期，从事民间年画
的艺人也大大增加。木版年画分为墨
线单色和彩色套印两种。刘家焉头木
板年画采用是一种运用木板彩色套印
的手法，一张年画因套印的色彩不同
所 需 模 版 的 块 数 也 不 同 。 一 般 为 4
块，个别工序复杂的达到 6—8 块。制
作过程全部是手工操作，因一张年画
需要刻印上红绿蓝黄雪青五种颜色，
中间要经过四五遍依次序套印才能成
功。在木版年画的套色工艺中，要求
用最少色版套印出丰富的色彩效果，
让观者的视觉空间产生冲击效应。其
制 作 工 序 一 般 有 ：绘 稿 、刻 版 、印 刷
等。由于木版年画一般在过年或喜庆
节日时张贴使用，因此内容以欢乐吉
祥为主，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
往的审美情趣。

柳林农村历来有“闹春”的习俗，每
逢春节庆祝活动从腊月初八开始到正
月十五元宵节为止，是时间最长规模
最大的传统节日，也是最盛大的民间
艺术节。腊月二十三到二十七，家家
户户清扫粉刷庭院房屋，然后人们把
从集市买回来的各种年画贴在门上、
室内灶台、水井、马厩，既寄托人们祈
福的美好愿望，又为农家小院增添了
节日的喜庆。

2017年，刘家焉头木版年画被列入
山西省地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我是一个非常恋旧的人，有着很深的母校
情结。尤其是大学的母校——山西农业大学，
时常在我脑中萦绕，挥之不去。

2019年夏，因单位在母校组织开展校园招
聘会的事，我回到了阔别整整 20年的母校。工
作之余，我迫不及待地在校园里转了一周，寻找
着 20年前的记忆。

我发现，20年后的母校，有了太多的与时俱
进的变化，譬如新建的鳞次栉比的教学楼、学生
公寓、体育场、游泳馆，但唯一没变的，就是那永
不凋谢的花园式校园。

记忆中，这儿曾经是一个外包出去的集餐
饮、娱乐于一体的规模不小的活动场所。当年，
班里的毕业聚餐就是在这儿搞的。那次，我生

平第一次喝了 5 瓶啤酒，还和班里的女生跳了
几曲醉步交谊舞。而如今，因为本科生、研究生
的扩招，这儿已经建起了硕士楼。

记忆中，这儿是曾经的图书馆。当年，我曾
借阅过无数的书籍，充实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如今，楼前的广场上，多了一尊孔圣人的雕像。
崇尚儒学、尊崇先贤，这也是一所大学图书馆的
应有之意吧。

在图书馆广场一角，是母校建校 90周年庆典
时校友们赠送的纪念物。记得当年学校举办90周
年校庆筹备工作是在大二暑期。为了筹备校庆，我
所在的班暑期没有放假，一为排练节目，二为接待
老校友。当时，我承担了所在系校友的接待工作。

记忆中，这是当年的电教楼。现在的孩子，初
中便开始英语听力考试。当年，我们是在上大学
后才开始的。从一直不听不练不考，一下子飞跃
到必听必练必考，其难度可想而知。记忆中最深
刻的一件事是，在一节听力课上，我听了十道题，
竟然蒙对了八、九道，这于我可是个了不起的成
绩，而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最好的英语听力成绩。

记忆中，这栋俗称 4 号楼的小楼，英语、高
数、化学等几门公共课是在这里听讲，而自习课
我也常来这里。这是一栋二层以上三面环形的
楼。最下一层是四合院式的。记忆中，每当秋天
来这儿上课或上自习时，我常站在一层的楼顶向
东面紧邻学校的村民那里眺望，看到的是村民在
院外收拾粮食的丰收场景。现在，母校的很多教
学楼都起了时髦的名儿，这栋楼叫做崇文楼。

记忆中，这里曾是我大学四年的栖息地。
当年，我住在二层，宿舍号是 222。偶尔，我会
与舍友们在楼下的空地上一边打羽毛球，一边
照看晾在旁边刚洗出的衣服。打球技术谈不上
好，但一个上午或下午打下来，也会热汗淋漓、
浑身酸痛，但累并快乐着。

记忆中，这栋小楼，曾是我所在的动物科学
系的系领导办公的地方。当年，我曾以系学生
会社团部部长的身份主编一份叫做《青年生活》
的系办月刊。为了及时印发，我会在这栋小楼
的办公桌前一坐一个通宵，编辑文稿。当年，我
也曾是校报《山西农大报》的一名编外记者，偶
尔在校报发表点文字。

记忆中，这里曾是母校的大学生活动中心，
主要是周末收费播放录像，或组织舞会。当年，

大学生活这不如现在这般丰富多彩。周六，在另
一处有个播放电影的地方；周日，则在这儿播放
录像或举办舞会。现在，这儿盖起了学生公寓。

记忆中，这里当年应该是校外居民区。现
在建成了母校的体育场，年轻的学子们在这里
尽情展示阳刚之气。

记忆中，这里曾是 3号学生食堂，女生来这
里就餐的居多。我也常来这里吃饭，因为这个食
堂的馒头口感好，有母亲发面后蒸出来的馒头的
味道。尽管刀削面很厚，但比起大灶上日复一日
的饸饹面，口感总是好些。如今，这儿盖起了楼，
叫做谷园。仍是学生食堂，但更大，更综合些。

记忆中，这儿当年叫植物园，有大片的树林，
我常来这里背总也记不下的英语单词，终于在最
后一次通过了国家四级英语考试，但参加工作后
从来没有用到过。现在的植物园，疑似遭遇缩水，
建了一个草坪。但绿色仍在，更利于休闲休憩。

这条从校门直通主教学楼的主道没变。这也
是我寻找毕业20年后重返母校记忆的精神主线。

校园的东侧，己扩建了很大面积，除了体育场，
再往东，是排列整齐的林立的学士楼。北校门也开
设到三个，最东北角处，已与县城主干道相接。

校园里，到处是成排成排的自行车，这是许
多学生每日的代步工具。

这是树木掩映下的畜牧楼。当年，许多专业课
都是在这栋楼里听讲。有时也在这里上晚自习。

母校，于任何一个学子而言，都有许多值得
纪念的点点滴滴，角角落落。而生活需要仪式
感。即将离校的学子们都穿上了学士或硕士
服，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到处拍照留影，似
乎要把母校刻进记忆中，一如当年的我一般。

我先辈 留美誉 第一廉 天下奇
蒙其荫 百业举 逢盛世 村规立
忠于党 顾大局 守初心 志不移
爱祖国 爱集体 做奉献 好公益
明事理 行善举 笃诚信 尊法纪
于家训 尚节俭 崇孝道 睦邻里
谋发展 兴产业 勤为本 廉为基
利长远 重教育 出人才 百年计
立大德 明大义 讲文明 除陋习
婚嫁娶 零彩礼 不铺张 不攀比
禁厚葬 轻祀祭 念亲恩 记心里
红白事 宜简办 陈规去 新风起
常修身 戒贪欲 荷花洁 出淤泥
搞文旅 是大计 树品牌 成大器
待游客 要和气 视亲朋 有礼仪
廉政园 旧故居 如宝物 要珍惜
脏乱差 常整治 讲卫生 清垃圾
不排污 护绿水 景常在 都受益
禽畜圈 须清理 人与畜 当远离
戴口罩 勤洗手 少集聚 防病疫
夏日至 有暴雨 早防范 渡汛期
春冬季 天气燥 易燃火 需警惕
勇担当 善作为 撸袖子 创佳绩
铆足劲 振乡村 新来堡 幸福里
党领导 创伟业 干群和 人心齐
新时代 好机遇 惜韶华 争朝夕

（吕梁市直工委驻来堡村工作队）

我市文旅深度融合尚需久久为功
□ 本报记者 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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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母校的记忆
□ 薛锦红

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
村规民约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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