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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梁瑜）
春日时节，走进石楼县辛关
镇，只见干净宽敞的水泥路、
整齐排列的太阳能路灯、错
落有致的农家窑洞、修剪整
齐的绿植和古朴大气的观景
台，共同绘就了一幅乡村振
兴的美丽画卷。

辛关镇依托“黄河一号”
旅游公路和“黄河奇湾”旅游
景区升级打造，大力挖掘文
旅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在保
留古朴原貌的基础上，全力
打造以大河边上、黄河人家
为特色的新型乡村旅游区，
已成为人们感受乡野风光、
领略黄河奇湾美景的好去
处。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为动力，我市把文旅产业发
展作为产业转型的主攻方向
之一，紧紧围绕打造国内知
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目标，以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
抓手，叫响“汾酒故乡 英雄
吕梁”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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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提升服务能力，打造特色品
牌，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壮大。

坚持规划先行，加强文
旅发展顶层设计。聘请国内
知名团队先后编制完成我市
全域旅游发展规划、黄河板
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十四五”文旅会
展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完成乡村旅游、
红色旅游、生态康养旅游 3个市级旅游专
项规划。市—县—景区“三位一体”的旅
游规划体系初步形成。

坚持项目引领，持续推进文旅项目建
设。2024年全市文化旅游领域建设重大项
目27个，其中新建16个，续建11个，总投资
308.77亿元。其中孝义老城区保护开发创

新利用项目列入省重点工程
项目，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
被列入市委经济工作 20件大
事，方山县通过股权合作方式
建设北武当山景区客运架空
索道建设项目。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便捷交通。全市规划建设
黄 河 一 号 旅 游 公 路 870 公
里，规划总投资 72 亿元，其
中主线 315公里、支线 555公
里。全市旅游厕所共建设
678 座，旅游景区基础设施
进一步完善。

探索农文旅融合，打造
乡村旅游重点村。把发展乡
村旅游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
一项重大举措来抓，扎实推
进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大
力发展以黄河人家为代表的
乡村民宿，加快乡村旅游提
质升级，共创建省市级乡村
旅游示范村 140 个，省市级
黄河人家 83个。

加大人才培养与人才吸
纳力度。在上海市参与“人到
山西好风光”人才宣介活动，
同时举办“汾酒故乡 英雄吕
梁”吕梁文旅宣传推介（上海
站）活动，持续为我市文旅产
业发展赋能。组织省级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汾酒文化景区、
华宇广告公司、丽彬文化园参
加省文化和旅游系统基地和
企业业务培训；组织离石区弹
唱保护协会、彩家庄、汾阳贾
家庄、汾酒集团、中阳县中港

航空国旅、孝义市胜溪湖街道六壁头村、交
城县天宁镇田家山社区参加山西省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应用人才培训班；组织贾
家庄文化生态旅游区、吕梁市经开区参加
文旅融合培训班，就数字文旅、文旅康养等
方面内容进行考察学习。发展工艺美术相
关人才，开展工艺美术大师评选，鼓励市级
工艺美术大师申报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组
织工艺美术大师参加大型博览会、展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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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芦岭上的黄芦岭上的
古茶故事古茶故事

□ 高迎新

在吕梁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号角中，
始终绕不开一条漫漫古商道，这就是明清以
来由晋商中心平遥西去黄河碛口的一条翻山
越岭的通衢大道，它是连接中原到大西北的
茶马古道，而黄芦岭正是这条茶马古道的分
水岭，形成了吕梁平川与山区自然地理环境
的显著差异。

一个夏日的清晨，东出离石，过吴城、越上
丰、登上了黄芦岭。眼前的古道早已废弃，荒
草萋萋，灌木葱茏，四处繁茂静瑟得令人压
抑。历经百年的雨雪风霜侵蚀，三道车辙仍清
晰可见，透露出晋商的昔日辉煌来。道旁耸立
的界碑上雕刻着“永宁州东界”，为清嘉庆年间
立，至今已有 230多年的历史了。我忽然觉得
在这个界碑旁，为什么不在石壁上雕刻“黄芦
岭”标记呢，要知道，在所有涉及吕梁的古籍史
料中，黄芦岭作为地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已
经是当年晋商经平遥到黄河，乃至大西北的标
志性符号。

距 黄 芦 岭 不 远 ，便 是 我 们 熟 知 的 骨 脊
山。“骨脊山，原名吕梁山，大禹治水始此”（明
万历《汾州府志》）。而与骨脊山、北武当山、
孝文山三山鼎立的孝文山便是吕梁山最高
峰，海拔 2830米，北魏孝文帝曾在此为祖母冯
太后“守孝绝食三日”。孝文山也称关帝山，
这里除了厚重的历史文化，便是优越的自然
地理环境，群峰逶迤，森林茂密，流水潺潺，针
阔叶混交林、灌丛草原、常绿针叶林、亚高山
草甸等各类植被非常茂盛，古树种、中草药及
古生态植被集中在这里展示，而其中冻绿叶
古茶就是所有珍贵古树种的佼佼者。

黄芦岭古商道存续了近千年，同时也成
就了吕梁山的冻绿叶古茶，一起见证着茶马
古道的兴衰。同行的蒲苇先生告诉我，他的
蒲谷香公司瞄准了冻绿叶茶纯天然、纯绿色，
零污染、零农残的野生特性，去年在吴城镇南
海滩申领了一株五百年树龄的古茶树，而这
种树龄超百年的古茶树，在吕梁大山中隐藏
着成千上万株，这就很有点意思了。

“吴城三交，冻死飞鸟”，这是在黄芦岭流传
甚广的民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但也是有
利于茶树生长的地方。关于黄芦岭，人们很难忘
记这样一幅古意飘然的风俗画：清晨，黄芦岭下
的岭底村开始苏醒起来，炊烟袅袅，文士、商贾和
贩夫又要上路了。细雨初霁，茶树冒出新芽，古
道的青石被漂洗的纤尘不沾，驼背上成箱的冻绿
叶茶整装待发，昨夜驿站、客栈的茶香还在口中
回味，晨雾笼罩着苍凉寒肃的气韵，他们被眼前
空濛的山色深深感染了。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这是来自唐
代大诗人李白的咏茶诗句，也是一幅古诗词
中相当常见的山居会友图。友人的身份大抵
是茶马古道上的游子或商贾，他们的远行无
非是为了觅取功名和富贵，在这里，无需搜寻
诗外的本事，也无需窥探古道上的外部神貌，
这并不重要。我们只来谈谈茶和诗，品茶常
常和吟诗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是文人雅士
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交活动，甚至可
以归结为一种哲学理念。“淡中有味茶偏好，
清茗一杯情更真”，从平遥古城到碛口码头的
这条古道上，赶考的秀才进士、外放的翰林学
士、云游四方的文人骚客肯定是络绎不绝，他
们衣节当风，以茶会友，卷帙琳琅，一般来到
此地都会在驿站、客栈甚至在山岭的绿荫下
品味茶韵。他们一边登高望远，一边感慨万
千，山川和美人、历史和诗情、英雄梦和寂寞

感、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情怀都会疏
理得很烫贴，也会触景生情，“夜扫寒英煮绿
尘，松风入鼎更清新”，诗句当然是在浸入肺
腑的茶香的熏陶下产生的。且看黄芦岭的候
馆：“兹廨南嚮四楹，东西廡暨厨竃备，门亦四
楹，两旁为茶亭，盖余于城临工竣之月归而创
建焉”（《汾州府志》）。廨，特指官署，或是官
吏办事的地方，南面的窗户前有四根柱，当是
三孔窑，东西厢房也是四柱，各三间，两旁还
有茶亭，可见这个官方招待所规模不算小
了。请注意这句“两旁为茶亭”，由此看来，黄
芦岭除了具备关隘、寨堡、候馆、巡检司多种
功能的同时，古茶作为交际、交友、贸易、互换
的商品同样是绝不可少的。茶马古道与它相
连的村庄设有官方的吴城驿、岭底铺、向阳
铺、金锁关，且都驻有兵丁。因此黄芦岭对于
朝廷来说，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隘和商贾
之道，而是兼有官员包括贬谪官员、文人、雅
士的聚汇之地。

“茶敬客来茶当酒，云山云去云作车”，在
冻绿叶茶“满口生香，喉底回甘，七泡有余香”
的品茶氛围中，茶友们是惬意且尽兴的。不
错，在这天高皇帝远的荒山野岭，不需要忌讳
什么，也不需要看谁的脸色，想聊什么就聊什
么，要的就是这样童贞野趣般的自由天地。
从黄芦岭古遗址中的北齐长城、孟良寨、王墓
洼、六郎庙、刘渊赛马场来看，这些历史文化
厚重且富有传奇色彩的地名，就足以印证当
年黄芦岭的热闹繁华和昔日辉煌。

一位白发老人告诉我，冻绿叶茶又叫黑午
茶、大叶茶，它分布在黄芦岭四周的山地沟豁
间，其传统制作技艺始于明武宗正德年间。那
些有胆略、敢于闯荡的乔致庸后裔和来自平遥
的商贾们，利用吕梁当地古茶资源，在向阳村、
岭底村、吴城镇的商铺客栈间办的茶铺如雨后
春笋应运而生。在古代，茶叶是被作为重要战
略物资控制的，北方游牧民族大量食肉，喝茶
不仅有助于泻火、去油腻，还具有提神、促进消
化、补充各种维生素的功效。由于茶叶在游牧
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朝廷因此也
常常要求他们用马匹等战略物资来交换茶叶，
甚至还会以禁止贩卖铁器、粮食和茶叶的手段
以示惩戒。当地茶业的常年兴盛，使黄芦岭周
围村落至今许多百姓家庭仍传承着古茶艺制
作技术，有的被列入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

明初以来，商风渐起，山西商人在朝廷开
中制引导下，从晋商中心发源地的潞城、运
城、平遥等地源源不断地将食盐、铁矿、茶叶
输送到边塞，吕梁山的冻绿叶茶也理所当然
地加入了古道商贸繁忙的行列。据《中华本
草》记载，享有“药茶王”之美誉的冻绿叶，具
有止痛、消食的功效。古代当然没有今天的
科技检测手段，所谓含黄酮量、茶素、锌、铁、
硒等元素的丰富含量，都直接而现实地体现
在日夜兼程的马帮、骆驼背上那沉甸甸的货
架上，蹄掌与青石古道碰撞出的火花，绚丽而
耀眼，伴随着古茶出使塞外，千里迢迢远行在
崇山峻岭的前方。

夕阳西下，站在黄芦岭远眺孝文山顶，
蒲苇执着地述说着冻绿叶茶在乡村振兴和
文旅发展中的宏伟前景。阳光的余晖映照
在山顶，呈现出一片金碧辉煌的色调，山峦
沧桑和古茶绿冠交相辉映着，有如一幅清新
美丽的自然画面，在晋商古道上无限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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