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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艳

本报讯（记者 梁瑜） 文化旅游业是
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也是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产业，在传承弘
扬中华文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促进消
费扩大内需、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我市
多措并举打造吕梁旅游名片，提升文旅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文化旅游
产业快速发展，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
力。

我市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以其壮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
独特的民俗风情和便捷的旅游设施而独
具魅力，来自祖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在吕
梁找到属于自己的旅游乐趣。

推动全市文旅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我市专门成立旅游领导小组，扶持文旅
企业稳定发展，挖掘培育具有发展潜力
的成长型企业，制定企业培育库，分类制
定培育计划，加快推进旅游业、文化艺术
业、休闲娱乐业领域企业升级入规；开展
旅游业、文化业统计数据监测；研究出台
促进全市文化和旅游业领域发展的政策
措施；研究出台改善促进文化和旅游业
消费的政策措施。

加强多方合力，推动区域协作。我
市积极加强中部城市群联动，推出系列
城市群精品旅游路线。推出“阳泉—太
原-吕梁”“忻州—太原—吕梁”及“吕梁
—太原—晋中”中部城市群旅游线路，涉
及我市的交城卦山景区、汾酒文化景区、
贾家庄文化生态旅游景区、北武当山景
区、碛口古镇景区、兴县晋绥边区革命纪
念馆等景区，吸引中部城市群游客前来
旅游，加强区域间交流联动。

不断创新文化旅游产品。市博物馆
“吕韵”主题文创产品频频亮相，围绕汉
画像石车马出行、羽人戏龙马、火牛阵等
经典图案进行二次创作，运用石楼周公
和桃花女青铜造像，设计形象生动且特
色鲜明的 IP人物，开发出一批兼顾实用
与创意，体现文化和美学的文创产品。
方山深入挖掘、创作、展示于成龙优秀廉
政文化，初步形成“吕梁有礼 一品清廉”
系列“廉漾新风、廉意生活、廉韵飞扬”3
大类近 30种产品。

推出通关文牒打卡，通过小小印章
让更多外地年轻人来到吕梁，爱上吕梁，
宣传吕梁，与非遗传承人联名推出一款
吕梁非遗传承人联名章，助力吕梁文旅，
让吕梁的文化传播更广。

改善旅游环境，完善旅游设施。全
市现有 2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0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75个中国传统
村落，文旅资源丰富且特色鲜明。全市
以汾阳杏花村、临县黄河碛口古镇、方山
北武当山“一东一西一中”三大景区为支
柱，以 1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支点，引
进战略投资，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
力，打造特色品牌，推动吕梁文旅产业不
断壮大。

汾阳市与汾酒集团合力推进杏花村
酒文旅融合项目，深入推进以县城为载
体的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着力保护好
优美的生态环境，挖掘厚重的历史文化
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一批精品
民宿，让汾阳人气聚起来、文旅火起来，
在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中打造样板、走
在前列。

坚持不懈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全市
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紧盯关键环节，加
强对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的监督检
查，督促旅行社依法依规经营，依法查处
不合理“低价游”、指定购物场所、变相强
迫购物或者参与违法违规活动等各类旅
游市场违规经营行为。

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分类处置举报线索与纠纷投诉，保障
广大游客合法权益。对网络反映的问题认真研判，科学引导，
有效处置游客合理诉求。执法队伍周密部署，精准发力，全力
开展假日前后旅游市场安全巡查和突击检查，为广大市民和
游客营造了安心、舒心、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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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石城区往东 35 公里之遥，
静栖着一处令我情牵意萦之地，那
便是吴城镇街上村。它就像一个神
秘的时光宝盒，每次靠近，都仿佛能
听到历史的低语，看到岁月的画卷
在眼前徐徐展开。

我与街上村的缘分，始于那些
积满灰尘的历史书籍。当我第一次
知晓战国时期吴起在此筑城的故事
时，心中便种下了好奇的种子。想
象着千百年前，这里曾是金戈铁马
的战场，吴起将军率领着千军万马，
在这片土地上筑起坚固的城池，那
是怎样的壮志豪情与英勇无畏。而
如今，我站在这片土地上，虽不见当
年的硝烟，但那股英雄之气似乎早
已融入每一寸泥土，每一块石头，让
我对这片土地肃然起敬。

当我踏入吴城街上村，仿佛踏
入了一个被岁月尘封的古老梦境。
四面环山，河流蜿蜒而过，村庄依山
水之势静静伫立，那布局中透着的

“天人合一”的智慧，让人心生敬畏。
沿着三里长、两丈宽的明清古

街前行，脚下石板路虽已斑驳，却仍
能感受到往昔的繁华。街边店铺林
立，从街头的老爷庙和东台，到街尾
的骆驼店、客栈，鳞次栉比的建筑宛
如一条沉睡的巨龙。驿城古城墙犹
如龙须，在风中诉说着过去；石板街
和两侧店铺是龙身，承载着数不尽
的故事；周围的娘娘庙、财神庙等像
龙爪，稳稳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我漫步其中，恍惚间，商旅的身
影穿梭于街道，车水马龙，热闹非
凡。清脆的驼铃声在耳边响起，与

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交
织在一起。每一步，都
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逆
行，探寻着那些被遗忘
的时光碎片，感受着这
个古村曾经的辉煌与沧
桑。

村里的民俗文化，
是我最难以忘怀的美好
回忆。春节的时候，村
民们身着鲜艳的秧歌服，手中舞动
着绚丽的彩绸，在欢快的鼓点声中
尽情地扭着秧歌。那一刻，我感受
到了浓浓的年味和村民们质朴的热
情，大家的笑容如同冬日里的暖阳，
温暖着彼此的心田。庙会上，那一
碗碗冒着热气的碗团、香气四溢的
酥脆油糕，让我的味蕾沉浸在一场
美食的盛宴中。我好奇地看着那些
精美的剪纸和手工编织品，对村民
们的心灵手巧佩服得五体投地。戏
台上，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让我如痴
如醉，我随着剧情的发展时而欢笑，
时而落泪，完全沉浸在那个充满传
奇与悲欢离合的戏曲世界里。

然而时代的变迁也给这个古老
的村庄带来了挑战。随着城市的快
速发展，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
的矛盾日益突出。我曾亲眼看到一
些古老的建筑因为缺乏维护而逐渐
破败，传统的技艺也面临着失传的
危险。年轻的村民们为了追求更好
的生活，纷纷离开村庄，往日的热闹
与繁华似乎渐渐远去，这让我心中
充满了担忧和不舍。

幸运的是，2016 年街上村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2023 年 9 月，街上村
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列入第六批山西
省历史文化名村，就像夜幕中点亮
了一盏明灯。村里的两委班子积极
行动起来，他们深知保护与发展的
重要性，开始努力探索两者之间的
平衡。他们认真地编制保护发展规
划，四处筹集资金，引进专业的团队
来修缮古街和古建筑。在他们的努
力下，古老的村庄逐渐焕发出新的
生机。

不仅如此，在政府的支持下，街
上村在现代建设中也取得了不少成
绩。党建工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稳步实施。村庄多次荣获区级
先进村、吕梁市级文明村等荣誉称
号，还连续八年被评为吕梁市市级
五好党支部。2019年，300万元的国
家级传统村落发展保护项目启动资
金让古村的保护工作如虎添翼，明
清古街得到了精心修缮，乡村旅游
也越来越兴旺。特别是近年来，得
益于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街
上村的临街门面焕然一新，方石街
道显得整洁而美观。随着污水管网
的成功铺设，村庄环境得到了明显
改善。这一切令街上村散发出更加
迷人的魅力。

街上村，它是历史赐予我们的
珍贵宝藏，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杰

出典范。它的故事，就
像一首古老的歌谣，永
远在我心中回荡。我愿
意用我的力量，和大家
一起守护它的过去，书
写它更加灿烂的未来，
让这颗晋西的明珠在新
时代的天空下闪耀出无
尽的光芒，成为我们文
化自信的坚实基石，让
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独特
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