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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介君

下垣则村的历史得从明末清初说起，
300多年前孟门柳家庄村东头柳氏族人面对
人多地少的困境，为了拓展生存空间，遂举
家迁来此地择水而居，在这块土地上开荒种
地、栽植枣树，辛勤耕耘、勤俭持家，战胜了
数不清的自然灾害，得以繁衍生息，至现在
已历 13代。先祖先在村东的一个小平原居
住，后又迁到村中间，故把村名定为下垣则。

19 世纪初，先后有山东籍铁匠秦喜宝
来本村打铁并娶柳氏为妻，下段段村民李
启秀迁来本村种庄稼，后又有吉家塔煤窑
技术员李迎春迁来，1947 年土改时得以安
家落户，至此下垣则村形成柳、秦、李三大
姓组成的格局。

下垣则村流传着几个美丽的传说，传说
先祖一日遇强盗来犯，男主人说：拿箭来。
女主人在屋后拿了一捆件件（音，本意是高
粱穗杆），往地下一甩，哗啦啦直响，门外强
盗一听以为箭很多，就逃走了。另一个传说
是大垣塌庙上原有一龙王庙，隔空远眺，与
葛家垣龙王庙相对，二龙王相互看不惯。某
日，一狐狸把葛家垣的牌位衔到薛家圪旦
村，大垣塌庙上牌位衔到井沟村。遂在这两
地建庙，从此以后祈雨唱戏，就到了薛家圪
旦村、大井沟村。庙被拆除遂命名为塌庙
上。旧时政府至县一级，称县令。县以下由
村民自治，有村规民约，由族中德高望重的
人担任族长执行。一日一人犯了村规，按村
规责罚甚重，全村老小全部下跪求情，族长
不为所动，按村规责罚，以后再没有作奸犯科
者。这便是第三个传说族长铁面罚族人的
故事。这些故事说明了下垣则人的聪明与
智慧，与人相处顾大局知进退，又有原则性。

柳氏先辈历来发扬勤劳勇敢和开拓创
业的精神，不仅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物
质和精神财富，也为晋商的辉煌做出了自己
的一份贡献。清末至民国日冦占领离石前，

前村柳氏族人以柳德某小名保蛋（1870一一
1905）为首成立运输大队进入交通运输行
业，活跃在商贸大道碛口～汾阳运输线上。
在他的带领下，前村柳德深、柳德业兄弟、柳
福文、柳福旺、柳福禄兄弟也纷纷步入驮运
业，鼎盛时期柳氏运输队拥有骡马达 25把
子，（一把子为三头骡子一头毛驴，总量达上
百头），东闯汾（阳）平（遥）介（休）孝（义），西走
绥德、榆林三边（今安边、靖边、定边）成为永
宁州王老婆山背后（今柳林北山）一带很有名
的马帮。柳氏族人在他的带领下，风餐露宿，
历经艰辛，基业驮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村的
先辈柳天江（约 1819-1876）于清咸丰九年

（1859）逃荒到永宁州北川刘家岔村（今方山
县北武当镇刘家岔村），柳天江利用刘家岔村
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在乱石滚滚的石山坡
里开荒造地。常年吃住在山上，苦干了十几
个春秋。经过多年辛勤劳作，开荒造地达 4
响，约合 220亩，并种上桃树松树，后又养殖
了一些猪、牛、羊，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农
场的开拓者”。后来其子柳德水又迁回下垣
则村居住，他修建了一处窑洞式四合院，至
现在仍完整的保留着，成为历史的见证。

下垣则村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抗日
战争时地处抗日的最前线，属中共领导的
抗日民主政府管辖。下垣则人听党的话，
跟党走，自觉把个人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
紧联系在一起。抗战期间，有村民柳成顺、
柳长有、柳长德、车安清等人踊跃加入中国
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柳成清、柳青山、柳
瑞林、柳光祥、柳长文、柳福全、李文华等积
极参军，投身抗日战场，其中柳光祥、柳长
文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柳福全失踪、李
文华负伤；车安清、崔俊汝等组织全村妇女
无偿做军鞋、织标准布支援抗战；柳步挺加
入泰山剧团宣传抗战；柳廷清、柳喜应等参
加儿童团，站岗放哨，为民族解放斗争做出
了贡献，至今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农业合作化时期，下垣则村是成家庄

公社有名的先进村，1966 年拆庙建学校，
1969 年挖防空洞 200 米，1971 年在全公社
率先通电，1972 年建成引水上山工程，添
置碾米、磨面机，1973 年村干部柳长山被
评为柳林县农业学大寨模范，1974 年建合
作医疗卫生所，1975 年栽植果树 100 亩，
1977 年村委组织李立新、柳廷水等在下峁
开煤矿，1978 年下垣则村率先买入蹦蹦车
耕地；历经二十几年修建 1000 亩梯田，打
坝淤地 200 亩。改革开放后，历时十几年
建成盘山公路十公里，新修机修地 600 多

亩，同时维修改造田间道路，1990 年建成
村小学，2001 年钻 600 米深井通自来水，
2002 年开通程控电话，2003 年修建村委办
公楼，2004 年村民柳保平为村民免费安装
有线电视，2005 年改造旧小学为标准化卫
生所，2008 年硬化了道路，精准扶贫以来，
下垣则村又投资 1200 万建成占地 2000 平
方米的石磨面加工厂，2022 年 6 月改造旧
小学为老年活动中心，9 月更换了大功率
变压器，2023年建成 3000平方米的中心广
场。目前三大运营商网络信号覆盖全村，
可以流畅上网。下垣则村容村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多次被市县乡政府评为
先进村、红旗村、文明村、模范村，下垣则
村 党 支 部 多 次 被 评 为 五 星 级 农 村 党 支
部。见证了中国农村的发展。

目前，下垣则村已发展成一个由 600 多人
组成的大家庭。有 200多事业有成的下垣则村
人散居于吕梁、太原、北京、长沙、西安、成都、
乌鲁木齐等数十个大中城市，还有的定居于美
国和欧洲，可谓人文蔚起，世泽绵延。

下垣则村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村庄，从这里
先后走出的有原中共中央编译局办公厅主任
柳步挺、两个地市级干部；三个县团级干部，还
有独立学者、电影制片人等。

下垣则人尊师重教，解放后，柳廷清、柳光
世先后让出自家窑洞供村办学。恢复高考后，
1981年从柳树亮考入吕梁卫校开始，目前已有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几十人，有医学教授、医学
博士、工学硕士、教育学硕士、法学硕士、医学
硕士、经济学硕士等。在政界、教育、卫生、经
济、法律等各行各业均有分布，让人不得不对
这个小山村刮目相看。

下垣则村人热心公益，至今仍保留着义务
修路、扫雪的习俗；村民婚丧嫁娶事宜都互相
帮忙，不取报酬；谁家有了困难，大家都会来帮
助；谁家有了难处，大家都会慷慨解囊；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建新学校时全村人踊跃集资，投工
投劳；下垣则人不论在哪里都能保持联系，互
相帮助。

下垣则村人向往美好的生活，相信幸福是
靠奋斗得来的，始终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
运，他们敢闯敢干、不怕挫折，不断迈向幸福生
活的新境界。清末村民柳天江创办了家庭农
场、柳宝蛋带领族人进入驮运业；村民李迎春成
为最早的煤矿技术员；土改后，柳德华等积极组
织村民在下峁开煤矿；改革开放后，涌现出了运
输业能人柳俊海、柳爱成，陶瓷厂承包人柳记海
等；进入新世纪，又涌现出餐饮业能人柳宝宝柳
强强兄弟、柳玉亮，门窗加工制作能人柳树高、
柳明等致富能人。他们都是走出小山村、闯荡
大市场的弄潮儿，是勤劳致富的典型代表。更
有勤劳善良默默付出的普通村民，在这片热土
上辛勤耕耘，构成这一方的砥柱中流。

下垣则村至今民风淳朴，村民和睦相处，
互帮互助，安居乐业，都以勤劳致富为荣，视赌
博、好吃懒做为无物。

下垣则村的故事和精神，如同璀璨的明
珠，闪耀着耀眼的光芒。这些宝贵的财富，不
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下垣则村人，也吸引着
无数外来的人们。他们来到这里，探寻古村落
的历史脉络，感受村民们的勤劳与智慧，领略
古村落的独特魅力。

奋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岁末年首，
我市乡村旅游活动五彩斑斓、引人入胜。
在临县，有“水旱码头”碛口古镇；在兴县，
乘坐“蔡家崖号”列车，开启“红色文化”之
旅，感受黑茶山的厚重；在汾阳，在贾家庄
尝美味、品美酒、看民俗、赏美景；在石楼，
漫步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石楼小
镇”，在辛关感受磅礴壮美的“黄河奇湾”；
在方山，在来堡村一代廉吏于成龙故居接
受廉政文化教育，在北武当山体验“三晋第
一名山”的“雄、奇、险、秀”……

发展乡村旅游不能陈陈相因，务必要有创
新思维，大胆出新，我市以全域思维统筹，以顶
层设计引领，出台《吕梁市关于进一步加快乡
村旅游发展的意见》，采取完善发展规划体系、

培育市场体系、增强产品竞争力、改善发展环
境等实际措施加快发展乡村旅游。

全市目前已收集整理 100 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基本情况、特色优势、打造方向等，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编印《吕梁市 100个乡村
旅游重点村名录》，为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
打下了扎实基础。指导各县（市、区）逐村
制定乡村旅游重点村实施项目，明确建设
内容、融资模式、完成时限、资金测算，形成

“项目清单”。指导各县市区逐村制定乡村
旅游重点村实施方案，推动特色乡村旅游
有序扎实向前发展。

这样的策划设计，确保我市以自然资
源为依托，以旅游项目建设为支撑，加快推
进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打造特色乡村旅游

品牌，引领农业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项
目特色鲜明，从基础层面上推动农业产业
化、旅游产业化。于是，我们又能看到：

在交城，可观赏庞泉沟水上乐园，参加果
老峰徒步大赛；在柳林，可徜徉清河文化雕塑
园，感受抖气河的水气磅礴；在文水，可在苍
儿会感受“湖光山色、五彩森林”的欧美风情；
在中阳，可在神圪垯村农民灯光节上体验变
幻绚丽的灯光秀，感受中阳剪纸的非凡魅力；
在孝义，可在非遗文化艺术节上欣赏皮影木
偶戏、碗碗腔表演，感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的婚俗礼仪文化；在交口，可登临云梦山，品
尝食用菌带来的舌尖上的美味。

吕梁各地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大有
不同，我市乡村旅游充分发掘 13 个县（市、
区）的独特优势，特别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 的 挖 掘 ，因 此 也 更 具 竞 争 的 生 机 和 活
力。相信随着不断发展完善，吕梁乡村旅
游基础设施将显著改善，业态产品将更加
丰富，服务品质将明显提升，游客满意度将
大幅提高，一定能形成空间布局合理、产品
特色鲜明、服务管理规范、产业体系完善的
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吕梁
故事

你是否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渴望回归自然
的怀抱？你是否对那些充满历史韵味的古村
落心生向往，希望能亲身体验那份宁静与和
谐？今天，我要带你走进一个隐藏在山西深山
中的古村落——下垣则。

下垣则村坐落在柳林县城北15公里的黄
土高原上，是一个有着300年历史的古村落，现
存窑洞式院落二十几处，座座古窑依山而建，古
院落多四合院布局，整体布局井然，错落有致。

穿梭于充满沧桑气息的街巷，如同漫步在一个
个落满历史遗痕的古老建筑，触摸那斑斑锈迹
的木门铁环，不由自主地便融入了岁月的长河
之中。一些旧房屋如今虽然已无人居住破败不
堪，但一砖一瓦、一椽一木都凝聚着历史的印
记。在那里依旧可以感受祖辈生活过的气息。
仿佛还能感觉到许久前那男耕女织，人欢马叫
的兴盛……这里的砖雕精美，酿酒遗址保存完
好，仿佛在诉说古人的智慧和勤劳。

村里现存
的四合院是研
究明清文化的
“活化石”

江山如此多娇
——我市乡村旅游发展速描

□ 本报记者 梁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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