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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瑜） 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离石区信义镇以美
丽田园为韵，以村落民居为形，以
生态农业为基，着力打造“一村一
品”“一景一业”，永红、归化、王村、
小神头四个美丽乡村开启了以乡
村休闲、农家体验为一体，休闲观
光农业与文化研学旅游相融合的
旅游产业发展新征途。

打造新型文化研学旅游基
地，信义镇资源丰富，优势明显，
这里的西华镇草原为华北第二大
高山草甸，植被茂密，风光秀美，
宝峰山一峰独秀，小东川河涓流
不息，黄土高原自然风光四季变
换，美不胜收，被誉为吕梁市区的

“后花园”。此外境内仰韶文化、
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多姿多彩，交
相辉映，具备发展研学旅游新业
态的诸多资源禀赋。

如今，该镇美丽乡村建设成
效显著，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逐
渐完善，传统种养加产业模式呈
现多样性，特色小城镇建设初具
雏形。目前已创建了王村、严村、
永红、归化、小神头、康家岭、千
年、任家沟等近十个具有一定知
名度的乡村研学文旅品牌。

信义镇文化研学旅游的发
展，正是我市全域旅游、文化旅
游 深 度 融 合 成 果 的 体 现 之 一 。
随着文旅产业不断升级换代，全
市把研学旅游产业当作新兴支
柱型产业重点推动，文旅资源挖
掘和文旅品牌建设不断进步。

做好顶层设计，绘制文旅融
合蓝图。2024 年全市完成红色
旅游、乡村旅游、康养会展三个专
项规划的编制和评审，对兴县黄
河景区旅游总体规划和中阳县凤
鸣山旅游区总体规划组织专家进
行了评审，市、县、景区三位一体
的旅游规划体系得到进一步完
备。

支持鼓励有条件的景区提
质升级，开展研学旅游项目。我
市目前有 A 级景区数量一共有
28 个，4A 级景区 12 个，3A 级景
区 16 个。离石白马仙洞景区、
兴县黑茶山四八纪念地景区、岚
县土豆花景区三个景区积极申
报国家 4A 级景区。通过景区的
打造，景区质量和服务水平得到
了明显提升，为发展研学旅游奠
定了基础。

积极开发研学旅游市场，全市
通过官方媒体和商业媒体平台、门
户网站等线上和文旅推介会、博览
会等线下多渠道的宣传，让研学旅
游资源更具知名度，进一步扩大品
牌影响力。

专门制定红色文化研学之
旅精品线路，串联起晋绥革命纪
念馆、四八烈士纪念馆、中共中
央西北局旧址、中央后委旧址、
红军东征纪念馆等红色景区和
沿线的乡村旅游重点村，进一步
加强对全市的红色旅游、研学旅
游资源的统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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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间 四 月 ，正 是 春 色 撩 人 之 际 。
此 时 ，万 物 苏 醒 ，竞 相 展 现 自 己 的 魅
力。此刻，我以一颗悠然的心，去探寻
这四月天的正道。今天要说的正道村
其实就是吕梁市岚县岚城镇的一个下
辖村庄，邻村有马涧村、狮吼村、闹沐
浴村等。

岚城镇从隋代至民国末年的一千
多年，一直是岚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 ，是 岚 县 的 一 方 风 水 宝 地 ，历 史 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虽然 1950 年岚县
县城已迁移到岚县东村，但其深厚的
历史底蕴值得后人永远怀念和传承下
去。

去年 4 月 12 日，春和景明，阳光正
好，早上 8 点我们一行 8 人从县委大院
起身，向岚城进发了。岚城镇周边的
大多数村庄此次我们都需要走访。上
午去了马家庄、东河、邓草沟，下午先
去的闹沐浴，第二站便是岚城水库和
正道村了。

岚城水库建于 1972 年，2011 年投
入 600 万进行了修缮和加固。目前岚
城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73 平方公里，水
库总库容 645万立方米，保护着下游岚
县县城、4 个乡镇 29 个自然村的防洪
安全，是岚县境内也是吕梁市的一个
大型水库，位于汾河一级支流岚河支
流岚城河上，紧邻岚城镇正道村，是岚
城镇重要的“旅游名片”，与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岚县面塑齐名。岚城水
库有鲫鱼、鲤鱼、草鱼、鲢鱼等大型鱼
群，水库周边群山掩映、碧波荡漾，是
一个旅游、垂钓、休闲和避暑的绝妙去
处。站在岸边，极目远眺，水天一色，
空气清新，让人流连忘返！

目前，岚城水库已经成为岚县“打
造晋西北旅游休闲度假区和省城后花
园”特色定位和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
部 分 ，并 准 备 招 商 引 资 ，逐 步 利 用 水
体、湿地、周边山体及绿地进行深度开
发，建设成为集垂钓、水上游览、休闲
度假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美丽的正道村位于 209 国道沿线，
岚城水库的西北方向，距岚城水库约
600 米，隶属岚城镇的一个行政村，距
岚城 10 里。这里村前绿水长流，村后
青山环抱，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袅袅
晨烟、西下夕阳都是一道道美丽的风
景。正道村下辖正道村小组和马涧村

小 组 ，村 里 自 然 植 被 良 好 ，适 合 养 牛
羊，养蜜蜂，主要种植土豆、糜子、黍
子、高粱、谷子、豆类等。以土豆和米
酒闻名。土豆因来自没有雾霾的高原
寒地而闻名，米酒以正道传统手工养
生米酒为主，都是纯绿色原生态食品。

城北的官庄村是明朝大将常遇春
大破岚州城时驻军军官所驻之村庄。
马涧村为驻军放牧战马之地。马涧村
前昔日有较宽阔的下湿草甸区，当年
水草丰盛，当地人称大树滩又叫大草
滩，马涧的本意也许在此。正道村正
好在官庄村对面，实际原来叫整刀村
或剑刀村。村子背后靠着铜铁山，也
有人叫“铜钱山”。不知哪朝哪代在山
上炼铜铸钱（货币）而得名。山中储藏
有铜和铁两种矿石，日寇占领岚县时
曾在山上疯狂地开挖过铜铁矿石。

据说历史上官府在山上采矿，在
村 子 里 炼 铁 打 刀 ，所 以 取 名 整 刀 村 。
后 人 为 了 吉 利 便 将 整 刀 村 改 为 正 道
村。1940 年，刘少奇、董必武曾赴村里
勘察地形，董必武题字“正道直行”。

马涧烽火台位于岚县岚城镇正道
村马涧自然村北约 200 米的东峁。烽
火台平面为长方形，底边长 8.5 米，宽
75 米，台高 8.5 米，占地面积为 63.7 平
方 米 。 台 体 夯 筑 而 成 ，夯 层 厚 0.10-
0.25米。

马涧堡址位于岚县岚城镇正道村
马涧自然村东北约 500 米的堡上地。
堡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61米，东西
宽 28 米，分布面积 1708 平方米。堡内
散落有明清砖、瓦等建筑残件，为明清
文 化 遗 存 。 堡 址 坐 北 向 南 ，北 高 南
低。北堡墙残长 16 米，残高 13 米，顶
宽 0.5 米；东、西堡墙已毁，仅存墙基；
南堡墙残留 2 个土堆，东、西土堆间隔
4 米 ，原 为 堡 门 。 堡 墙 墙 基 均 宽 3.5
米。墙体夯筑而成，夯层厚 0.05-0.20
米。

围绕正道村的还有草垛山和六老
代 山 。 取 名 草 垛 山 是 因 为 在 战 乱 年
代，这里曾经是军队粮草安置地。六

老代山，也有人说是六老大山，“大”当
地方言也是读作“代”，是“大王”的意
思，还有一说是与狮子有关。听过一
句谚语：“山中无老虎，狮子称大王”，
或许这里有六只狮子出没过吧！离正
道村不远的狮吼村，人们就说可能是
狮子路过吼了两声，所以就叫狮吼村
了。正道村前面是大树滩。

有这么一段史话可以说明曾经的
正道村是多么得繁荣昌盛：话说葛二
蛮 10岁随父从榆次来岚城给正道村梁
氏在岚城开的药店当小工。他常对周
围的人说，我来岚城那时，衙门左右全
是旅店、饭馆，晚上大南街、大北街、大
东街商号的门前全是挂的各式灯笼，
街上通明。大门前（衙门口）常有广告
之类的告示，人们挤着看。鼓楼底每
日里有卖艺之人设场卖艺，文庙街上
是说书、卖卦算命、售买古玩的。遇上
节日，庙会街上挤得满满的，叫卖声此
起彼伏。

漫步在正道村的田野间，沿着小
径前行，一片花海映入眼帘。桃花、杏
花、梨花竞相开放，红的、粉的、白的，
五彩斑斓，美不胜收。花儿们或娇艳
欲滴，或清新脱俗，各自展现着独特的
魅力。

穿过花海，来到一片树林。树木
郁 郁 葱 葱 ，鸟 儿 在 枝 头 欢 快 地 歌 唱 。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面上，形
成斑驳的光影，那是和谐与安宁的旋
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正道村的农人们勤劳而坚韧。他
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年四季，无
论风雨，都坚守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不
辍。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是对土地
的 敬 畏 ，更 是 对 生 活 的 热 爱 和 追 求 。
在他们看来，生于正道村就应该对得
起“正道”二字，所谓“人间正道”就是
这份对土地的执着，对劳动的尊重，以
及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不拔。

正道村的村民更有着一种社会责
任和奉献精神。他们深知自己的劳动
不仅关乎自己的生活，也关乎着整个
社会的粮食安全。因此，他们始终坚
守在土地上，默默奉献，为社会的稳定
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春上枝头，情入脑海，作诗一首以
抒胸臆：

七绝·春游正道村
草色青青山作岸，
芳园陌陌在岚州。
岚州古道春光好，
日暖风和正道游。

正道四月天
□ 王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