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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青山寨子洼
怀抱母亲黄河通九州
脚跨沿黄公路连万家
数不完的战国文物陶铜器
望不尽的光伏发电千米坝
热火朝天红枣加工园
教学大楼夜夜放光华
啊！繁荣美丽的郭家塔！

我的故乡郭家塔
祖起元代把根扎
郭氏家族浩浩两万人
遍布各地莘莘展才华
育不尽的家谱家训家风厚
开不败的村志村史文明花
文化立村个个争上游
助学基金催生人才花
啊！欣欣向荣的郭家塔！

我的故乡郭家塔
青山绿水好风光
革命家属曾经居住地
林业先进得到中央夸
领不完的年年学校大喜报

闻不够的枣香大棚西甜瓜
团结和谐邻里新风貌
座座楼房瑞气迎朝霞
啊！多彩文明的郭家塔！

我的故乡郭家塔
依山面水好风光
春风剪来岸边蛾黄柳
河水泡走村里酷暑夏
唱不尽的菜花枣花小蜜蜂
闹不完的喜鹊喜讯叫喳喳
小孩书包摔得铃声响
老人阳坡坡把故事夸
啊！温馨宜居的郭家塔！

我的故乡郭家塔
人杰地灵风水佳
你看硕士博士如春笋
昔日生员贡监四十八
划不完的民主革命功臣们
数不够的行政事业企业家
接过前辈光荣接力棒
开创未来争俏锦上花
啊！前景灿烂的郭家塔！

我的故乡

郭家塔
□ 郭时键

本报讯 （记者 梁瑜） 随着黄河一
号旅游公路的开通，我市碛口景区迅
速发展，顺利跻身国家级旅游景区行
列，打造出《如梦碛口》实景剧，作为重
点培育景区入选全省龙头景区“9+13”
梯次打造计划，景区活力和美誉度进
一步增强。

我市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来抓，坚持文化
资源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乡村旅游
不断提质升级，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幅
提升。

当前我市已完成《吕梁市乡村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和评审工作，形成
完整的乡村旅游规划体系。建立旅游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权责清晰、连
接顺畅的管理运行机制，各县（市、区）
政 府 统 筹 负 责 本 地 乡 村 旅 游 各 项 工

作，旅游重点乡镇要配齐配强工作力
量，做到乡村旅游有人管、有人抓、有
人干，形成市、县、乡、村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

丰富产品供给，打造乡村旅游精品
路线和品牌。碛口古镇推出新型文旅演
艺产品，落实省委省政府打造黄河流域
板块的战略决策，以碛口独有的人文资
源和自然资源为底蕴，倾力打造实景旅
游演艺类项目。

推出黄河黄土风情之旅、绿水青山
康养之旅、汾酒古韵品鉴之旅、乡村田园
休闲之旅等一系列精品路线，推动乡村
旅游向个性化、精致化和主题化方向发
展。

加大培训力度，建设高素质乡村旅
游人才队伍。市人社部门将乡村旅游人
才培训纳入就业培训体系，加强对乡村

旅游发展领头人、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重点抓好乡村旅游经营者、乡村旅游讲
解员等人员的培训，切实提高他们在管
理项目、经营服务、创意创新、产品研发
等方面的素质和技能。引导大学生、返
乡农民工、艺术人才、专业技术人员、青
年创业团队等各类人员投身于乡村旅游
开发。文旅部门整合组织高校专家和文
旅产业精英力量，提供项目策划、创业辅
导、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商品研发、人才
培训等一站式服务，为乡村旅游提供智
力支撑。

各县（市、区）引入专业团队，对乡村
旅游点进行科学规划、打造、运营，加快
建立一支专业化乡村旅游策划、管理、服
务人才队伍，培养一批乡村文化艺人，培
育一批钻研能力强、业务水平高、工作质
量优的专业化旅游工作者。

我市创新举措推进乡村旅游持续提质升级

屹立数百年的

艾蒿沟
□ 程建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直
以来，岚县人对高大的树木心生
崇拜，并将其赋予人性，借树木之
名，寄托对世间的美好期望。

在岚县王狮乡李家湾艾蒿沟
村，有一棵估测树龄已有 520年历
史的古杨树（属杨柳科小叶杨品
种）。该树属于一级古树，树高达
27 米，胸围达 113 厘米，需要七八
个 成 年 人 张 开 手 臂 才 能 合 抱 一
周。

古树苍翠欲滴，生机盎然，冠
幅东西长 19 米，南北长 18 米，长
得像一把苍绿的大伞，守护着整
个 艾 蒿 沟 。 树 上 几 条 遒 劲 的 枝
桠，就像几条盘踞在古树上的飞
龙，正欲腾空而起。除了厚实的
树皮各种疤痕，岁月似乎没有在
它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

也 是 啊 ，这 棵
小 叶 杨 树 ，偏 安 一
隅 ，幸 运 地 选 择 了
艾 蒿 沟 ，躲 过 了 战
乱，躲过了风雨，躲
过 了 雷 电 ，躲 过 了
砍伐……能在混乱
动 荡 的 年 代 ，突 破
生 长 的 极 限 ，跌 跌
撞撞活了这么长时
间 ，实 在 是 算 一 个
异数。

在 岁 月 流 转
中 ，它 成 长 为 一 棵
参 天 大 树 ，自 然 而
然地成为艾蒿沟村
里的永恒不变的地
标。

如 今 ，古 树 树
干 依 然 健 硕 挺 拔 ，
依 然 傲 然 矗 立 ，密
密匝匝的树枝向四
周 伸 张 ，层 层 叠 叠

的 枝 叶
织 成 了
翠 绿 色
的 天 然
凉 棚 ，
盛 夏 时
节 常 有
村 民 聚
集 于
此 ，或
闲 庭 信
步 、或
树 下 乘

凉、或谈笑风生，大树底下聊天讲
故事的场景成为一代代村民心灵
深处最温馨的记忆、最难以割舍
的乡愁、最有趣味的生活。

当然，在上了年纪的村民的
记忆里，这里的热闹远不止于此，
它还是村里“放映厅”“议事厅”

“会客厅”，村中一些重要的事情
和 活 动 都 喜 欢 在 这 棵 古 树 下 举
行，更是从侧面体现了艾蒿沟人
的淳朴和公正。

相传，艾蒿沟开村于明朝末
年。为躲避战乱，最早落籍该村
的张姓先民开挖了第一眼老井，
后陆续有李、吴、刘、孙等姓氏迁
居至此而成村落。有人说，张氏
一族迁居于此与这棵古树生长的
时间线不谋而合，它或许应该就
是由当年的张氏先人栽种的呢？

后来，人们在古树附近陆续
修建了五道庙、褐鸡大王庙等庙
宇，祈求神灵保佑。

褐 马 鸡 在 我 国 古 代 十 分 有
名，称为鹃鸡，广泛分布于吕梁地
区的林区，为劳动人民所喜爱。
民间传说，褐鸡大王是陇西延安
人，性纯孝。其母善食山雉，惟喜
食此山之雉。相距千余里而每日
朝来暮归，带禽以供母食。如此
不知几载，后被牧人劫破，遂坐化
此间，位列雨神，司职降水，护佑
百姓。由此可见艾蒿沟一带曾经
是褐马鸡栖息活动的重要场所，
孝老爱亲也一直是艾蒿沟人最为
推崇的孝德文化传统。

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张氏家
族又在古树西北方向起房盖舍，
建起了以上院、东院、下院为基础
的建筑格局，与老井、古树、古庙
作伴，共同护佑着世世代代的艾
蒿沟人。

在中国北方的村落文化里，
古树、古庙、老井三者是标配，寓
意唯有不忘先祖，才能根深叶茂、
风生水起。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参天
之 木 ，必 有 其 根 ”，这 棵 大 杨 树
下，曾是无数艾蒿沟乡亲梦想开
始的地方。早年，许多艾蒿沟人
从 大 杨 树 旁 边 的 黄 土 小 道 上 步
行经王狮、普明入县城，然后从
东 村 继 续 步 行 开 始 自 己 的 异 域
他乡寻梦之旅。数百年来，艾蒿
沟人无论走多远，有多大成就，
他们始终都以参天古树为指引，

以褐鸡大王为榜样，心念家乡，
不忘故土，力所能及反哺家乡。
故此，古树下又成为不少艾蒿沟
人摆酒惜别的地方，这是一种情
义无价的“感恩酒”，这种信念一
直伴随他们终生，成为他们热爱
家乡的见证。

被科学界誉为“试管婴儿之
父”和“避孕药之父”的张民觉就
是艾蒿沟人中的佼佼者。张民觉
远涉重洋成名成家之后，想到的
第一件事就是回报家乡——他心
系故乡，捐资助学，首倡成立民觉
基金会，期望家乡能够涌现更多
更优秀的人才。民觉公园、民觉
中学、民觉幼儿园……就这样，岚
县人虔诚地把望子成龙的愿望寄
托 在 了 对 民 觉 先 生 的 无 限 缅 怀
中。

“记得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这
棵树就已经非常粗壮了，有十几
米高，六七米粗。”李家湾村支书
李补生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来，
它越长越茂盛了。”

阳光穿过树叶罅隙，洒一地
明灭闪烁的光斑。我独自穿行于
静静的艾蒿沟，强烈的敬畏感令
我默默向这一棵老树致以深深的
注目礼。

数百年来，这株古树在这里默
默守护着村子的宁静，见证了艾蒿
沟每户人家的烟火日子和生命故
事，花开叶落，春秋代序，喜怒哀
乐，盛衰荣枯，黄土地上无穷的风
流都深深地镌刻进它的每一道纹
理，它是岚县人心中长久站立的诗
篇、旷世绵延的国画和顽强生长、
不屈不挠的奋斗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