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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清晨，阳光透过稀疏的云
层，洒在柳林县锄沟村钟楼山底的一座
小院上。这座小院，正是庞廷柱、王红
夫妇的石磨磨坊厂。

走进小院，一股淡淡的麦香扑鼻而
来，伴随着石磨转动发出的“嗡嗡”声，
让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纯手工的年代。

“我们那会都是石磨磨面，至今都
觉得石磨磨下的玉米面蒸成的窝窝头
特别香。”一位头发斑白、满脸皱纹的老
人站在磨坊前，深情地回忆着过去的时
光。这位老人正是家住锄沟村的梁大
爷。他手里提着一袋玉米，准备送到磨
坊里加工成面粉。

“今年庄稼地新收了一些玉米，我
和老伴商量了一下，专门带了点过来磨
些玉米面自己吃。”梁大爷边说边将玉
米递给正在忙碌的庞廷柱夫妇。

庞廷柱夫妇热情地接过梁大爷的玉
米，将其倒入一台石磨机器中。随着机
器的启动，细细的面粉从石磨中缓缓地
溢出来，散发出浓郁的玉米面香。前来
磨面的市民们饶有趣味地注视着这一过
程，相互间讨论着这久违的传统手艺。

“我这个厂子有 200多平方米，有五
台石磨机器，可以同时加工五种杂粮。”
庞廷柱高兴地向记者介绍道。他身穿一

件蓝色的工作服，脸上洋溢着满足和自
豪的笑容，他的妻子王红在一旁忙碌地
整理着刚刚加工好的面粉。

庞廷柱夫妇都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他们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也曾为了
养家糊口做过各种小生意。然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渴望找到一份
属于自己这个年纪的事业。为此，他们
专门到外地考察了几次，寻找适合他们
做的事。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外地见到
了石磨磨坊。”庞廷柱回忆道。他知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
人 开 始 怀 念 那 些 原 汁 原 味 的 传 统 食
品。而石磨面粉，正是他们心中那份久
违的味道。

于是，庞廷柱夫妇决定创办一个石
磨磨坊厂。他们购买了五台石磨机器，
并在新建的房子里创建了占地 200 余
平方米的石磨面坊。为了节省成本，庞
廷柱自己按照说明书组装、调试机器，
直到它们可以正常运转。

“购买回来的五台石磨可以同时开
工运转，每台石磨各有分工，加工不同
种类的杂粮面粉。”庞廷柱介绍道。他
们的磨坊可以加工玉米、小麦、黄豆、绿
豆等多种杂粮，满足了居民们多样化的
需求。

然而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立足，就必须了解顾客的需求，提供优质
的服务。因此，庞廷柱夫妇时刻关注着
市场动态，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

“现在人们就想要原汁原味的石磨
面粉。”庞廷柱解释道。机器加工杂粮
生产的面粉过程中，由于要经过高速、
高温两个过程，会破坏其中的维生素、

矿物质、活性及营养物质。而石磨加工
则不同，它的转速慢，加工过程中不会
出现高温，从而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面
粉中的营养物质。

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庞廷柱夫妇的
石磨磨坊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赢得了居
民的青睐。不少加工过的顾客都会再
来，成为回头客。他们纷纷表示，石磨
面粉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远超机器加
工的面粉。

每天一大早，就有居民上门加工杂
粮。庞廷柱夫妇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
却乐在其中。他们觉得，这份事业不仅
让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让
他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价值。

“有这个石磨加工，我们夫妻俩有
事做了，挺充实的。”王红笑着说道。她
表示，现在他们不仅加工杂粮面粉，还
出售加工好了的米、面等食品，更加方
便市民购买。

随着石磨磨坊的不断发展壮大，庞
廷柱夫妇也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拓展
自己的业务。他们计划引进更多的先
进设备和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水
平，同时他们还打算开展电商业务，将
石磨面粉等食品销往更远的地方。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
多的人品尝到原汁原味的石磨面粉。”
庞廷柱夫妇表示。他们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他们的石磨磨坊将会越来越
好，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和美味。

乡村赶大集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在集市上，人们可以交流信息、买卖商品、联络感情。每逢赶集日，人们挑担骑车相
聚交易，集市上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瓜果蔬菜、粮油米面琳琅满目，吆喝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近年来，随着交通日益便利、
城乡融合加快，农村赶集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但长久以来形成的乡村集市依然以其独特的活力和文化功能保存下来。

图为临县大禹乡后大禹村的集市上，前来赶大集的村民们在挑选商品。 记者 刘子璇 摄

本报讯 优质杂粮加工、耕文化观光、传统石磨体
验、品尝香甜柿子……近年来，孝义市兑镇镇梁家原村
瞄准青少年研学游和乡村旅游两大市场，全力打造集
休闲旅游、研学农耕、农事体验等项目于一体的农耕文
化园，盘活了乡村资源，闯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发展的新
路径。

梁家原村为纯农业村，村内有柿子、杂粮、核桃等特
色产业，有梁家原水库等优美的自然景观。村“两委”针
对农业产量低、农民种植收入微薄、出现土地撂荒等问
题，依托孝义市丰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将村内近千亩
土地进行流转，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进一步激活农
业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发展，
全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基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村‘两委’立足村情，依托村股份经济联合社，投
资近 400 万元，打造了集优质杂粮加工、农耕文化观
光、传统石磨体验、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农耕文化园。”
梁家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陆文龙说。

农耕文化体验园通过大量农耕器物、雕塑及文史资
料，生动再现了先民的劳动场景和生活习俗，并集中展
示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耕用具和孝义农民生产生
活的历史、发展农田农事的体验、各种民俗活动的演
变。整个农耕文化体验园展示了古老农耕文明的博大
精深，记载了农耕文化的演变历程，不仅折射出地域文
化的绚丽多姿，也给游人以极大地追思和想象空间。

农耕文化园瞄准青少年研学游和乡村旅游两大市
场，将学习的课堂搬进田地，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农耕
趣味增长农耕知识，是奉献给青少年了解农耕时代的
文明、留住历史符号、激发全市乡村旅游活力的“文化
大餐”。以杂粮加工为枢纽的经营形式，除吸引了外来
游客体验杂粮生产过程，还可以促进村民通过粮食深
加工提高收益，参与分享村里农旅发展带来的红利。

农旅融合发展使梁家原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23
年该村被列入吕梁市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陆文龙表
示，接下来将扎实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培育乡村休
闲观光、研学体验、文化创意、特色民宿、健康养生等新业
态，不断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李竹华 武竹青）

庞廷柱庞廷柱：“：“磨磨””出原味出原味““赚赚””来幸福来幸福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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