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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
故事

红日高照，绿意盎然。
我们采风团一行数十人乘车穿行在吴

城镇上王营庄村，宽阔的村村通公路铺满
柏油，如一条条光滑的丝带在青山绿水间
飘拂；公路两旁盛开着各色鲜艳的花朵，如
一位位盛装的礼仪满带笑容欢迎五湖四海
的宾朋；古色古香的农家小院写满时尚高
雅，如一幅幅彩绘的画卷时时处处显露出
文化气息……

烤肉串、烤鱿鱼、肉夹馍、炸鸡柳……
除了以上各色飘香的美味之外，光影展区
更是吸引了许多孩子好奇的目光。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影子究竟从哪
里来”……孩子们的问题层出不穷，孩子们
的好奇心彻底被激发，孩子们的讨论热烈真
诚——光影展区人声鼎沸，场景真是火爆！

小小的沙池里，孩子们用小手造就了
“沧海桑田”，这是测距仪发射的红外线在
大显神威啊；在镜子迷宫里，孩子们终于做
了一回隐身人，这是神奇的光影在闪烁着
万千的奥秘啊；消失的水、封印的水、火焰
掌、液氮舞……孩子互动表演认真投入，这
是科学的魅力在召唤着孩子们的兴趣啊！

在这里——科学实验室、空气实验室、
静电实验室、鲁班实验室、显微镜实验室、
冰壶体验室，孩子们亲眼观测，亲自动手，
亲自体验，书本上的知识在这里真正终于
得到了验证。

不错，神奇的光影里，既有惟妙惟肖的
皮影，又有琳琅满目的汉字——科学与文
化的融合，别说是孩子觉得有趣，就连见多
识广的大人们觉得也是大开眼界。

朋友们，请和王营庄加个好友吧！用
“吃喝玩乐”的方式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和孩
子们一起打开通往科学世界的神奇大门吧！

参观完王营庄科创研学馆，我们又兴致
勃勃地来到王营庄稻渔综合种养示范田。

七月的吕梁山上，绿油油的稻田随风
起舞，阵阵的稻香沁人心脾；行走在田埂上
的工作人员迈着矫健的步伐，随手洒下一
把把精美的鱼食，竟然引来一片片翻滚的

“银浪”，端得是令人羡慕不已。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上个世纪离石就有

稻田种植的成功经验，后来因为产量不高而
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在五十年后的今天，
山西农业大学农技专家的指引下，王营庄种
养区精选了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的水稻品种，
稻田的丰收不在话下，自然是指日可待。

但是，将水稻与鱼、虾、蟹等淡水生物
进行混合种养，这在我们吕梁山上还是开
天辟地头一回。

通过近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种植与养
殖结合的农业模式逐渐走向成熟，已经能
够有效降低水肥管理成本及加强病虫害防
治，已经能够充分实现一水多用和一田多
产，已经能够使稻田综合种养项目产生收
益促进村集体增收，的确是新时代新农业
转型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朋友们，请和王营庄加个好友吧！用
“种植养殖”的方式来体验乡村生活的新业
态，和农民朋友一起打开通往共同致富的
必由之路吧！！

此行的第三站，就是参观王营庄广场
东侧的温室大棚。

据介绍，光种植户李祥田就有十九个
大棚。葡萄、西红柿、茄子、辣椒、萝卜、樱
桃、草莓、黄瓜、豆角等时鲜蔬菜应有尽有；
杏树、桃树、金太阳、梅杏、玫瑰香、艳霞等
水果，按照节令依序种植……

在挂满希望的葡萄架下，我们见到了忙
忙碌碌的种植户李祥田，他笑着对我们说。

“从前默默无闻的家乡，一下子华丽变身为文
旅小镇，吸引了大量的全国各地观光客，给一
向寂寞的村里带来了许多生机。特别幸运的

是，今年，应游客们的要求，我的葡萄园还适
时开展了采摘活动，这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
打开了销路，更是大大增加了我的收入。”

在王营庄，还有像李祥田一样勤勤恳
恳的种植户，他们诚心诚意为村民提供各
种工作机会，他们不计代价与村民分享种
植技术，他们同心同德带动村民共同走上
致富之路——汇聚绿色正能量，在王营庄
正是像李祥田一样的“领头雁”在引领新农
村发展的新未来。

据统计，今年以来，王营庄乡村示范区
接待游客 15万余人次，实现直接经济收入
330 余万元，吸纳周边群众 200 余人就业，
带动 76个村集体年均增收 2万元以上。

王营庄，触目所及，美景遍地，希望升
腾、热潮涌动，乡村振兴的鼓点正在这片充
满生机的绿色大地上敲出最洪亮的回响。

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王营庄的村容村貌必将会不断改善，生
态环境品质必将会不断提升，美丽田园必
将会更加靓丽。

朋友们，请和王营庄加个好友吧，让我
们一起用心守护大吕梁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美好明天吧！

今年，离石区文联组织
吕 梁 市 作 家“ 书 写 离 石 故
事”采风团，深入信义文旅
小镇王营庄、华北第一露营
地大东沟进行采风。

作 为 一 名 在 离 石 生 活
了二十五年，把离石当作终
老之地的外来人员，第一次
对信义镇有了比较全面而
详细的了解。

这 是 一 个 有 历 史 厚 重
感的乡镇。既是上古时期
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传奇
神话之地，又是春秋战国、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军事重
镇，还是游击队员抗击侵略
者的英雄之镇。

王 营 庄 是 吴 城 的 一 个
自 然 村 ，常 住 人 口 不 足 五
百，经 209国道来到村口，沿
着康养大道缓缓而行，两旁
都是仿古风格，青砖瓦漆的
木质结构小屋，每年秋收之
际的农博会上，都会有地方
特色美食展览。

平日里，小镇的特色店
铺照常营业，到了节假日，
有许多游客带着孩子来此
游玩，不仅有孩子们喜欢的
光影展，还有花卉基地、鱼
稻共生项目、采摘园。

“ 闲 庭 漫 步 雨 幽 幽 ，青
砖玉瓦路尽头”。在小镇剧
场感受民间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艺相结合的雅俗之趣；
逆流而行，拾阶而上，驻足于“我爱离石”的网红打
卡之地，手捧一杯冰镇柠檬茶，摆几个“pose”,体
验一把“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尚之趣。一时之
间，竟然有种如释重负、神清气爽、怡然自得的惬
意。

沿着新挖掘出的毛坯乡村公路，迎面吹来的
是一股新鲜泥土味儿，略带着一丝江南水气。不
远处就是一排排弯腰插秧的农民，青衫红袖，身着
齐膝皮靴，袖口挽至肘上，头箍白色手巾，肩搭擦
汗棉布巾，动作整齐、轻盈、灵动，让我讶然一惊，
不禁想起了一曲舞蹈《插秧舞》，他们以天地为舞
台，以日月为灯光，踩着春夏秋冬的节拍，用锄头、
镰刀和汗水，舞出城镇化快速发展之下的新农村
风貌。扯下肩头的汗巾，擦拭过汗水的棉布巾在
空中弧形飘至肩头，那飞扬的汗珠，滴滴落入水
田，泛起小小的涟漪，他们起身眺望远处时，看到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九个大字时，有没有油
然而生的幸福感……

在大东沟，远远望去，一顶顶帐篷就像草地上
盛开的一朵朵大花。离石人民举家或待客，携烟
火来华北第一露营地大东沟报个到，牛排和大虾
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啤酒和饮料冒出喜悦的泡儿，
豆角和茄子在火红的木炭上翻转跳动……带上空
灵的音乐，在星空下来一场露天电影，牵手触足载
歌载舞开一场篝火 party……

相比这些，我更喜欢避开车行道，携一根林间
自然木棍，在青草与牛粪混合环绕的古树森林中，
伴着啾啾鸟鸣，和着淙淙溪流，在阳光闪烁的林间
寻路，踩在变色松软的树叶上缓缓而前，下沟壑、
跨裂谷、撩溪水、抓蝌蚪……轻捏蝌蚪的尾巴，看
它大脑袋拼命挣扎远逝之际，跟同行伙伴环树而
戏，与半湿的牛粪来个“足部亲密”，随即畅怀大笑
……竟觉得回到了童年。可眼前的五彩迷你炫色
灯，林间栖息复古坐榻，木质旱桥……还有那手举
小红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团建
队伍和着游人爽朗的笑声，让我们有更丰富而美
好的体验。

面朝黄土背朝天
旧 社 会 ，薛 族 人 祖 祖 辈 辈 都 是 过 着

“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的农耕生活。世代族人全靠大自
然的恩赐，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能过好日
子。遇上天旱赖年景，粮食减产，加之还
要向官府纳钱粮，薛氏的生活就更加拮
据、艰难了。有一部分人家常年过着饥
不 饱 肚 ，食 不 果 腹 ，糠 菜 半 年 粮 的 苦 日
月。因此，薛族人自古就有勤于劳作、苦
熬实赚、奋发向上的好家风、好传统。

民以食为天，粮以地为本。薛大智自
幼家贫，长大成家后，勤俭持家，节约度日，
遇上阴雨天，全家人就吃和子饭或格煞面，
有钱后，置地百余亩，买大牲畜四、五头，养
羊百余只，并有了厚实的固定财产。有一
宅大院，有石磑、石碾各一盘，铁轮车、轿车
各一辆，打谷场里有 10 眼新窑洞，是南营
村的种田大户、首户。

驮盐卖炭赚零钱
驮盐卖炭，这是薛族人在旧社会的常

态。每年一到秋收冬藏的农闲季节，有牲
畜的薛广珍、薛钟深、薛玉泉、薛昌元等 40
多户，就干起驮盐卖炭的活来。他们每天

星星闪烁时起身，到离村 30多里的西部山
区驮炭（牲畜驮三百斤，人背五六十斤），太
阳钻山后回村。第二天天不亮，人背畜驮
再到孝义城里卖。日复一日，忍饥受饿，冒
寒踏雪，为的是赚几个称咸盐打醋，扯布缝
衣的零花钱。

由于生活所逼，从那时起就有了背井
离乡，远走新疆、内蒙、陕西等地的晋商，主
要有薛步瀛、薛登瀛、薛昌隆、薛昌福等。
这些人刚出去时先要熬三年相公，每天起
早搭黑，给商铺掌柜，跑前跑后，端茶递水，
三年才能回一次家。

英才辈出人称赞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薛氏家族有四多

四少：卖炭的多，念书的少；种地的多，走京
出外的少；过紧日子的多，富裕人家少；光
棍汉多，每年娶媳妇的少。

解放初，在党的领导下，凭着党的好
政 策 ，薛 族 人 的 生 活 才 一 天 天 好 起 来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族人赶上了新时
代，农业增产，经济繁荣，脱贫致富奔小
康，家家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富
而思进，富而思学。解放前，全村只有薛
振江、薛振盛两个中学生，解放后，全村
有了上学读书的新风气。有薛昌平、薛
廷 旺 、薛 延 青 等 五 六 个 完 小 生 ；有 薛 秀

兰、薛延萍等四五个中专生和中等师范
生。据 2010 年统计，全族有在校大学生、
研究生 39 人。特别是三辈子放羊挽草的
薛祥贵一户，就出了两个研究生一个大
学生，这真是个奇迹！

在本族中先后涌现出工程师、农艺师、
兽医师、模范教师和特级教师 40多人。他
们分别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新疆、内蒙、浙
江、山西等地，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奋力为
国家做出卓越的贡献。周围三村五里的人
说：“看人家南营村薛家，里有里外有外，谁
家能够比得上”。

现在薛氏家族中人财两旺，有 240 余
户 800 余口人，村里有 126 户，新院子 126
套，有钢筋、混凝土、新式窑洞 680 多间。
薛族人有三轮车、汽车 20 余辆，小车近百
辆，每天大车搭搭上，小车嘟嘟下，形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走进王营庄走进王营庄
□ 程建军

略述南营村薛氏家族的变迁
□ 薛德彪提供 薛振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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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南营村的薛氏家族，最初是由薛文和薛宪兄弟俩，于明朝嘉靖年间迁到这里的，迄今已有400余年，
按照薛氏家族的甲份“介佃里四甲”，应该是当年从介休过来的。那么在介休又是从哪里迁来的呢，至今还是个
谜。前几年在《介休县志》上作过详细查找，均无记载。

南营村坐落在孝义城西20里的山巅上，村南土地平坦，村北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村民吃水要下二里多的陡
坡底下担，好后生一大早只能担一回水，遇上天阴下雨，吃水就更加困难了，因此，自古流传着“南营里水缺，唾上
唾洗足”的顺口溜。那么，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为什么薛家要迁到这里呢？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多人少，能多
种几亩田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