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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山县韩庄村，立秋后的傍晚
带着一丝凉爽。

村道两旁是经过统一规划与设计
的各式庭院，它们整齐划一而又各具
特色，青砖灰瓦间透露出乡村独有的
韵味。家家户户门前，几盆精心侍弄
的花卉竞相绽放，与门前郁郁葱葱的
玉米田相映成趣。

正值盛夏，玉米植株挺拔如松，翠
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光
泽。每一株玉米都挂满了硕大的玉米
穗，沉甸甸地低垂着头，仿佛在向田
里正在辛勤耕耘的农民致敬。微风
吹过，玉米叶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
响声，与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相映成
趣，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田园风光图。

沿着河边继续前行，一股清新淡
雅的凉风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夏日
的炎热与烦躁。河水清澈见底，缓缓
流淌，偶尔有几只小鸟掠过水面，留
下一串串涟漪。站在河边眺望远方，
连绵起伏的山脉在夕阳的映照下显
得更加雄伟壮观，仿佛一幅动人的山
水画卷铺展在眼前。

没走多远，便是田园里景区，这
里现在是韩庄村村民们傍晚时分的
聚集地。粉红长廊下，情侣们手牵手
漫步，享受着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露营广场上，家庭游客们搭起了帐
篷，围坐在一起分享着美食与欢笑；
各种游乐设施前，孩子们的笑声此起
彼伏，他们或攀爬、或滑梯、或荡秋
千，尽情释放着童年的快乐与活力。

“自从村里打造了田园里景区，我们

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女士
满脸笑意地告诉记者，“以前晚上除了看
电视就是睡觉，现在有了这么好的休闲
场所，我们晚上可以带孩子出来遛弯、散
步，享受一下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韩庄村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些
外在的设施与景观上，更深刻地体现在
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上。随
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韩庄村在

“能人带头、村企联建”的模式下，以“改
善人居环境，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带动
农民致富增收”为目标，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在特色农业休闲区内，辣椒种植
基地蔚为壮观；大地景观区则
以自然景观为依托，打造了一
系列具有观赏性和互动性
的景点；木屋餐厅和祖母
菜园则为游客提供了
别 样 的 乡 村 体 验 。
这 些 项 目 不 仅 丰
富 了 乡 村 的 产
业 结 构 ，也 为
村民提供了更多
的就业机会和增收
渠道。每当周末或节
假 日 ，来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游客纷至沓来，他们在这
里体验农耕文化，品尝农家
美食，享受田园乐趣。

“这里真是太美了！”来自柳林县
的田女士激动地说，“趁着暑假期间带
孩子们一起来玩，真是不虚此行。粉
红长廊、露营广场还有那些游乐设施

都让孩子们玩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
风景也很美，让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的
宁静与美好。回去后我一定会向朋友
们推荐这个地方。”

“这西红柿不错，多少钱一斤？”“这些都是本地西红柿，
1.5元一斤。”“给我来四十斤。”“好勒！还要什么呢？玉米 5
根 10元，刚从地里砍下来的，玉米杆还在；还有这大武本地
蒜，辣中带香，是咱这儿的特产；这还有西葫芦、南瓜、茄子、
甜瓜……”大爷每一句话都透露着对自己农产品的自豪与
珍惜，仿佛这些瓜果蔬菜不仅仅是商品，更是他与土地之间
情感的纽带。

张先生去吕梁机场接人，看到吕梁大道路旁有卖菜的，
便停下车来看看，李大爷一边为张先生买的西红柿称重，一
边介绍着自己摊位上的瓜菜。

李大爷是方山县大武镇武回庄人，今年 73 岁，一直就
是务农的一把好手。年纪虽然大了，但是农活一点都不耽
搁，家里靠近吕梁大道的五六亩地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李大爷的摊位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蔬菜。一筐筐
的红彤彤的西红柿、一杆杆绿油油的玉米、黄澄澄的南瓜、紫
莹莹的茄子，还有散发着淡淡香气的甜瓜和西葫芦……

“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今天早上刚从地里采摘的，新
鲜得很。”李大爷菜摆放在路边很“打眼”，很多路过的人看
到后，会过来瞧一瞧，顺便买一些回去。

盛夏时节，方山县大武镇各种蔬菜陆续上市，不少农户
在自己的地边撑起一个太阳伞或搭一个凉棚售卖家里的农
产品。“家里种植的蔬菜吃不完的时候，我就把多余的蔬菜
带到路边零售，少的时候能卖两百多，多的时候可以卖到
四、五百。”儿子和儿媳担心老人身体，一直反对他摆摊，但
倔强的李大爷坚持出来卖蔬菜，维持家庭生计，减轻子女的
负担。

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气温也逐渐攀升。李大爷的额头
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他手中的活计却一刻也没有停
下。他时而拿起一块湿毛巾擦汗，时而端起一旁的茶杯喝
水，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站在摊位前，用他那双布满老茧
的手，为顾客挑选着最优质的蔬菜。

“大爷，天气这么热，您年纪这么大了，别累着，早点回家
吧！”路过的热心人总不忘提醒。李大爷总是笑着摆摆手：

“没事，农村人不怕晒，太阳大了我就躲树荫下凉快会儿。家
里种的菜吃不完，拿出来卖了还能换点钱，补贴家用，减轻孩
子们的负担。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咱这里的红薯为啥这么甜？就
在于是直接追加的有机肥！”石楼县
罗村镇崔家庄有机红薯种植基地负
责人郝帅快人快语，“今年我种的 160
亩红薯，完全是纯羊粪种的，到收获
季节不愁销路，交口、隰县、太原，都
有销售，顾客们很喜欢。”

时值仲夏，崔家庄红薯基地里，
薯农们干活热火朝天。羊圈里 1000
多只湖羊膘肥体壮，正在享受着一筐
筐的红薯秧饲草，好不惬意。

“这些湖羊冬天就是在这片红薯
地里饲养，羊粪直接排在田里，春耕
时直接回田，就是绿色生态有机肥。”
基地技术人员详细介绍着，“因为土
壤肥沃养分好，基地生产的红薯无污
染，香甜味美，亩产达 2000多公斤，每
亩收益有 6000多元。”

罗村镇红薯种植有着久远的历
史，此地空气新鲜远离污染，具备生
产绿色有机食品的优势条件。深化
全方位转型，镇上积极推动红薯产品
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逐步探索富
有特色的红薯产业致富路，为乡村振
兴提供强有力的农业产业支撑。

现在罗村镇崔家庄基地的红薯
经营不仅帮助种植户们提高收入，还
为周边农户提供了务工挣钱的好机

会。周边村子的很多农户，往往在完
成自家的农活，就来这个基地打工，
不但发展了基地的生产，也学会了种
植技术，掌握了又一项实用本领。

在基地的带动下，镇里各村不少
红薯种植散户也自觉联合起来，统一
订购红薯苗、推广种植技术、帮助搭

建销售平台，共同品尝勤劳致富的美
好果实。

“下一步，我们崔家庄红薯基地
要持续强化有机红薯品牌培育，延长
红薯产业链，从根本上提高红薯的市
场竞争力。”谈及未来打算，郝帅自信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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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李 大 爷 的 蔬 菜 摊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甜蜜的事业
——探访石楼县罗村镇崔家庄有机红薯种植基地

□ 文/图 本报记者 梁瑜

石楼县罗村镇崔家庄有机红薯种植基地生产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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