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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美丽乡村掠影
□ 李心丽

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乡政府所在地，那时村里有常住人口一千多人，因为是乡政府所在地，所以粮站、学校、卫生院、信用社等
机关也驻扎在这里，那时候的王营庄与许许多多的乡村一样，人口兴旺，充满生机。

二000年，随着撤乡并镇，王营庄乡撤并到了吴城镇，从那时开始，设立在王营庄的所有机构也随之合并搬迁。之后随着我们
国家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像许许多多的乡村一样，王营庄村的年轻人进城务工，孩子进城上学，就连一些家庭主妇，也去城里饭店、
超市打工贴补家用，这个原来一千多口人的村庄，常住人口仅有二百多人。

如果追溯的更远一点，王营庄过去是晋商古道的必经之地，它位于307国道旁，是晋商往返吴城、碛口的古驿站，那时王营庄
灯火辉煌，骡马店、饭店、商铺应有尽有。说到曾经辉煌的过往，村里的老人眼里闪着光，那时是何等的车水马龙啊，但后来一段时
间，这种地域优势没有了，王营庄过去的热闹和兴盛不复存在。

令村里人没想到的是，随着国家对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这项工作在他们村落地生根，这个一度萧条的村庄，一反过去的沉寂
和落寞，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一
从去年以来，离石区立足实际，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在王营庄村先行先试打造王
营庄乡村振兴示范区。王营庄乡村振兴示范
区分为一期项目和二期项目。经过近一年多
紧锣密鼓的实施，目前美食街、青少年科创研
学基地、乡村 e镇、鱼稻共生、无动力乐园、高
科技花卉培育基地等已建成投运，已吸引十
五万人次来此观光旅游研学，也吸引许多人
回乡创业。现在的王营庄村，已成为集特色
餐饮、文化展示、观光旅游、科创体验、产业研
学、农产品产销、高效农业示范于一体的农文
旅融合体，成为本地人乐居乐业城里人向往
的美丽乡村。现在，王营庄村的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找到了工作，发展了产业，脸上绽出了
幸福的笑容。

今年五十八岁的张引小是村里的保洁
员，她负责美食一条街的保洁，村里一共有十
六个保洁员。虽然美食一条街的卫生任务比
别处繁重，但张引小很喜欢在这条街上打扫，
不管是清理街边的纸屑果皮，还是擦洗街边
的垃圾桶，清洗水池边生长的苔藓，浇花、或
者擦桌子，她都满怀着工作的喜悦。美食街
离她家近，从家里到清理区，或者从清理区下
班回家，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离家近不说，主
要是她在家门口工作，抬头低头遇到的都是
村里的熟人。

美食街环境优美，街两边是各种特色美
食店，中间是一条清澈的小水渠。每天张引
小要来往穿梭在这条街上许多次，特别是每
到节假日，来这儿旅游观光的人很多，为了保
证美食街的卫生，她就得时刻穿行在这条街
上。说实在的，她很喜欢这条街上的氛围，节
假日来此游玩的大都是城里人，有的带着孩
子，孩子们喜欢去看光影展、亲子园、花海，有
许多大人喜欢去看看稻田，喜欢沿着康养步
道爬上封候梁，去看看古庙的遗迹，从高处眺
望对面的庄梁，眺望遥远的黄芦岭、北齐长城
和晋商古道，庄梁上曾经有烽火台，有八路军
作战的指挥所。这些故事她都是听导游给游
客介绍时说的，她还听说正在恢复建设的马
家大院，曾经是清代有名的官宦之家。张引
小虽然文化不高，但她喜欢听导游解说村子
里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她知道，有的她不知
道。就是在解说员的解说中，她才知道他们
王营庄村的来历，是战国将领王将军和武将
军曾经驻扎的地方，据说王、武将军当时驻扎
在这一带，他们村是大营盘，下王营村是二营
盘，后来为了纪念这两位将军，这两个村子便
一个叫上王营村，一个叫下王营村。

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张引小心里非常
骄傲，有时她正在街边的花台前浇花，不期然
看到导游带着游客过来了，她就会停下手里
的活，满怀兴味的听一听。这个时候，她会借
机歇一歇，眼睛向四周打量一番，这是一年里
最美好的季节，四周是一片茂密的绿色，村里
的建筑古色古香，田野里的庄稼即将成熟，不
要说外面的人喜欢来他们村，连她自己都非
常喜欢。

说实在的，自从当了村里的保洁员，她才
开始深入了解他们村的历史，了解他们村的
来历，了解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政策，她觉得乡
村振兴的政策太好了。以前在城里打工、去
外面跑车的许多人都回到了村里。她家隔壁
刘拴强以前在加油站打工，后来又在城里卖
电池，现在回来开了老四农家乐，生意非常
火。有一次她们去老四农家乐吃饭，她看到
客人爆满，有许多人还得在门口排队。在城
里做婚庆的任建明也回村里开起了醋坊，村
里许多人家，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大搞产业，
大兴产业。她的邻居裴改兰和张新年两口
子，街边的门市部生意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
生意经常是淡季，裴改兰还要去城里饭店打
工贴补家用，现在她不用去城里打工了，回到
家顺便在家里给工程上的十多个工人做饭，
既误不了生意，又能额外赚钱。

二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村里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傍晚下班后，大家会聚在一起聊一聊。这
个时候，游客稀少，喧嚣一天的王营庄沉寂下
来，他们一天的工作也宣告一个段落。十六个
保洁员，汇聚在一起，讲这一天的见闻和趣事，
他们要彼此通报一下哪一个片区的人流量最
多，来了哪些团队。光影展区人流量非常大，
暑假里家长和老师带着孩子们来此体验，乡村
e镇正在培训学员，教授电子商务等有关知识，
省农大的专家经常在基地里蹲着，不管学什
么，都是免费的，大家会热烈的讨论一番，虽然
不知道电子商务，但知道那是教做抖音、做快
手的课程，抖音快手大家都懂，听到这些，让村
里的老大妈们蠢蠢欲动，她们认为现在做电商
赚钱，真还应该赶一下这个潮流。

说到潮流，本来他们觉得非常遥远，这些

大妈级别的人物，以前她们都是庄稼人，偶尔
去附近打个小工，比如去蔬菜大棚里摘摘西
红杮，摘摘黄瓜，干得都是没有技术含量的体
力活。现在在他们村，就有乡村 e镇，就有培
训电商的老师，而且他们还经常听到一个叫
做数字经济的词，他们曾经在乡村 e镇的后台
屏幕上看到今年商品线上销售的后台数字，
尽管她们没有参与进去，但只这样看一看，听
一听，她们就觉得原来她们离潮流也不远。

新鲜事太多了，举不胜举。即使她们在这
儿生活了许多年，也是第一次，感觉出了村里
日新月异的变化。村东面的大片农田经过集
中流转，与省农大合作，建设了田园综合体项

目，种植了几百亩水稻。这在以前她们是想都
不敢想的，水稻种植的时候，有人去看了，第一
次见识了电视上看到的机器插秧，不长的功
夫，一片秧苗整齐地长在了田里。而且水稻田
的四周围着一圈水渠，里面养着鱼苗，不久后，
稻田四周围上了防护网，里面养上了虾蟹。

这时候她们才又一次了解到村里曾经有
种植的历史，养殖水产品的历史，村里年龄大
点的老人讲到，村里水资源丰富，早在民国年
间，村里这片地里就种过水稻，村里人曾经吃
着自己种的水稻和自己养的鱼，吃了许多
年。但她们这一代没见识过，他们的孩子们
也没见识过，听说村里竟然有这样的项目，都
感到新鲜和好奇，纷纷在周末和节假日跑回
来看，年轻人这一看，不知不觉就受到了鼓
舞，便商议着要回来创业。

三
乔完柱觉得回村里来创业是一个很好的

机遇，村里现在环境好，人流量大，他以前在
城里开大车，他的父亲以前卖豆腐，他也学了
这个手艺。后来觉得卖豆腐赚不了钱，就学
了开车。现在年龄大点了，不想东奔西跑了，
看到村里发展乡村旅游，于是他回了村里，把
闲置了多少年的五孔窑洞修葺一新，不仅开
了豆腐坊，还办起了研学教室，买了小型的手

工磨盘，给小学生提供研学的基地。
结合乡村旅游，村里人头脑都变得活泛

了，以前外出在城里谋生，现在看到村里美
好的发展，许多人回来了。李学东原来在城
里开饭店，现在回村里办起了果蔬加工，村

里的上空，飘荡出烤箱发出的好闻的水果
味。李学东说，等所有的手续办好，他的果
干就可以借乡村 e镇的电子商务资源销售出
去。张候强开办的酒厂，已经开始发酵了，
在村子上空，可以闻到一股粮食发酵的好闻
的酒味，这个正在注册的白酒，取名叫白马
仙酒，它发酵的不仅是酒，也是王营庄村勃
勃的生机。

四
很短的时间内，名优特色产业在村里兴

盛起来，酒坊、醋坊、粉条加工坊、豆腐坊、果
蔬加工坊等十个作坊一齐兴起，根据统一规
划，这些作坊都设置了接待厅，摆上了茶桌茶
椅，任建明、李学东这些作坊老板虽然也喝
茶，但只是自己泡了喝，茶艺并不懂。没想到
不久后尚尚茶芊落户小吃街，他们去街上转
悠的时候被尚尚茶芊的小老板叫住了，邀请
他们进茶店里坐一坐。这位从陕西来的美女
老板边给他们几个泡茶，边介绍她茶店里的
茶。任建明看到小老板展示茶艺，很感兴趣，
不仅自己去，而且让他老婆也去，与小老板学
习茶艺。红茶用什么温度的水，绿茶用什么
温度的水，才渐渐知道原来这也是文化，渐渐

知道他们村处处是文化。
他们紧锣密鼓的发展自己的产业，闲暇

的时候会去村里走一走，小吃一条街人流爆
满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街
边开小卖部的李明珠说，乡村旅游带动了他
的销售，今年他小卖部的收入比过去增加了
两三万元，特别是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人流量非常
大，他小卖部的生意就卖部的生意就非常火爆，以前他小卖
部的货品是针对村里品是针对村里的市场的场的，现在他针对
的是来旅游的游客旅游的游客，，货品比以前丰富了以前丰富了许多，
他说泰化中学的外教都泰化中学的外教都来王营庄旅游了王营庄旅游了，这

说明王营庄已经名声在外了，李明珠说只要李明珠说只要
货品丰富，服务好，搭上乡村旅游这班车，不
愁生意火不了。李明株切身的感受让他们充
满信心，也让他们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产品
做成名优产品，放心产品，满意产品。

夜幕降临，喧嚣了一天的王营庄静了下
来。夜色中的王营庄也是美的，屋梁上的灯
带勾勒出了村里建筑的轮廓，大门口的红灯
笼散发出一种温馨的气息，晚归的人，突然间
看到王营庄这样的夜色，心里生出一种说不
出的喜欢，古色古香的街道，古色古香的建
筑，明亮的灯火，仿佛这画面是晋商兴盛时期
的古驿站，这说明，美丽乡村繁荣兴盛的序幕
已经拉开了。

不知不觉已
是寒露，这样的
日子里风也变得
凛冽起来，少了
初秋的深情，更
多的是深入骨髓
的冷。人们缩着
脖子，穿上了厚
重的衣服，走起
路来都是那么的
行色匆匆。

寒 露 ，是 二
十四节气中的第
十七个节气。《月
令 七 十 二 候 集
解》说：“九月节，
露气寒冷，将凝
结也。”意思是寒
露气温比白露时
更低，地面的露
水更冷，快要凝
结成霜了。

这 个 时 候 ，
最动人的还是那
些落叶，起风的
时候，叶子就开
始飞舞，宽的，窄
的，肥的，瘦的，
粗的，细的，有香
的，无香的……
就那样成群结队落下来。仿佛一场落叶
雨，洋洋洒洒，美到让人心醉。

喜欢这样的场景，一个人从街上走
过，看这叶子飞旋的舞姿。总有性子急
的，啪一声就掉在了地上，让人听得心惊
胆战，不免担心这叶子是不是被摔坏
了。也有的落在我的发间，轻轻柔柔的，
带着几分羞涩。拿在手中仔细端详，果
真比之前多了厚重，叶脉也愈发的分明，
有的甚至透露着枯萎。就这样站在秋的
眸子里，看一片树叶的归宿，感受这一束
束的萧瑟。季节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
印，每一天都有洗礼，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一天。

记得年少时 ，一个人背着包走着，
鞋子是白色的，被阳光晒得暖暖的。那
时也会有叶子落下来，敲打着我年轻的
脸颊。也收集过很多落叶，小心翼翼地
放在喜欢的书本中，时光流逝，它们也慢
慢变老，带着岁月的洗礼，从容不迫，别
样的优雅。也会有青苔，静静地，稳稳
地，踩着时光的脚印，走进内心深处。

关于苔藓，王维是这样描述的：“轻
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
上人衣来。”王维对青苔是偏爱的，“返景
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个诗人，带着风
雅与清幽，在寂静的山林中看满目的青
苔，看它们绿的无法无天，流淌着时光的
印迹。

俗话说流年逝水，岁月更迭，惟愿就
这样走下去，就这样跋山涉水走过人生
中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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