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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饱经岁月的红砖墙上还
写着“教育为本”的标语，小院里有
四五间民宿，房间里带着回忆的茅
草墙和一块硕大的黑板，让整个房
子多了一层情感的温暖。几位游客
正在院里的大树下说说笑笑，回忆
着儿时的乡村时光……

“这所院子是过去的小学，因为
农村人口进城，村里的学校已经荒
废 10 多年了，我们邀请了北京设计
院的设计师对院子进行改造，在保
留原有乡村小学元素的基础上配备
了一些现代化设施，建成充满乡村
校园风格的民宿，民宿开业以来，游
客一直很多。”南郝峪村党支部书记
李宇飞说。

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南郝峪
村，近年来由废弃建筑改造成的风
格独特的民宿，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来。南郝峪村也正在褪去深山古村
的青涩，成为人们慢享时光的小众
打卡地：穿村而过的小河可供游客
戏水、钓鱼，山梁上的老窑洞住得惬
意还能跟隔壁晒玉米的大娘唠家
常，村里的小巷蜿蜒曲折，老树昏鸦
看夕阳西下。

“来这里旅游就是回忆小时候
的岁月，住在教室里、走在山间路
上、闻着炊烟味，让人心里宁静。”独
特的旅游体验让来自山西太原的游
客王先生流连忘返。

昔阳县位于太行山西麓，是全
国文化先进县，有中国传统古村落
11 个，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316 个，非
物质文化遗产 61 项。这里风景秀
丽，瓮山上层峦叠嶂、崇家岭绿意葱
茏、黄庵垴红叶丹霞、大峡谷深涧幽
绝，崇教寺的钟磬声穿越千年，长岭

村的古建筑讲述历史，石马寺的石
刻尽显北魏风骨。

近年来，昔阳县依靠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人文历史和名村效应等优
势，推动文旅产业全县域、全链条、全
要素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转型发展
战略性支柱产业，是目前晋中市唯一
的文旅赋能型县城试点县。

漫山遍野郁郁葱葱，帐篷、木屋
错落有致……今年国庆节期间，昔
阳县乐平镇崇家岭村依托露营基地
等平台，吸引了很多游客漫步山林
间，享受慢生活。

崇家岭村是全国第一批国家森
林乡村，森林覆盖率 80%以上，海拔
1438米，夏季平均温度 21℃，自然环
境优越。乐平镇镇长郝晓东说，崇
家岭村有山有水，山色秀美，是天然
氧吧。近年来山上“长”出了太空

舱，水边建起了滑雪场，利用闲置老
旧资源结出文旅“新果实”。

在沾尚镇沾尚村，废旧玻璃瓶、
轮胎打造出的无废小屋每天吸引了
超 300人前来观光；在乐平镇西南沟
村，明清风的老村子现在是远近闻
名的旅拍地；在县城周边，废弃的水
泥厂、宾馆相继被打造成影视数字文
旅产业园、儿童科技探索中心……在
昔阳县，越来越多的乡村老街巷正
在成为文旅发展的新景观。

据统计，今年国庆节假期期间，
昔阳县共接待游客 40多万人次。

昔阳县委书记黄亚平说，昔阳
县盘活了资源实现了农文旅深度融
合，接下来将继续深挖本地文化资
源，打造更多充满本土特色的文旅
项目。

（新华社太原10月10日电）

本报讯 国庆假期，昔阳县迎来
旅游热潮，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农
文旅融合新场景，解锁旅游新体验。

华丽的银饰叮当作响，多彩的裙
摆飞舞甩动。走进昔阳县共享旅拍民
俗村——西南沟村，随处可见身着各
式民族服饰、妆容精致的“阿哥阿
妹”。这是今年昔阳县新打造的农文
旅融合新场景，国庆假期，日均接待游
客1万人次。

游客陈茜说：“国庆假期，我们来
到美丽的西南沟村，青石砖瓦，古香古
色，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很有特
色，很好玩。”

当下，旅拍市场日渐火热。昔阳
县依托本土资源毛家大院清代民居建
筑群进行场景优势转化，首创共享旅
拍模式，智造沉浸旅拍场景。在毛家
大院共享旅拍基地，前来做妆造拍摄
的游客络绎不绝。

此外，红色旅游景点AAAA 级景
区大寨、北魏石窟石马寺、“北方小九
寨”南郝峪、崇家岭牧云森林营地、治
愈系郭庄水库露营基地、世外桃源潇
河源文化主题公园等景点，也供游客
免费畅玩。“这几天，我们去了郭庄水
库露营基地、崇家岭牧云森林营地，目
之所及皆是美景，每个景点都是免费
游玩，体验感非常不错！今天假期最
后一天，我们又来到了西南沟村沉浸
式体验古村魅力，这里的人文环境很
好，老百姓也热情，下个假期我们还会
再来的！”游客武慧说道。

据统计，国庆期间，昔阳县接待游
客 40 多万人次，同比增长 1828.80%；
累计综合收入 210 余万元，同比增长
565.01%。接下来，昔阳县将继续深挖
本地文化资源，打造更多极具本土特
色的文旅项目，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 （李楠 张颖）

本报讯 近日，走进昔阳县东冶头镇东冶头村的现代农耕
产业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现代化十足的大棚设
施。这些大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塑料薄膜覆盖，而是
融合了众多高科技元素的智慧农业结晶。一排排整齐排列的
智能数字大棚坐落在产业园区，技术人员正在棚内通过智慧
农业大棚基地大数据平台监测大棚内的作物生长情况。

东冶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眭丽平介绍了智能设
备的多种优势：“这是水肥一体机，全自动的，温度不够的话采光
灯就自动打开了，湿度不够的话，洒水设备就自动把水洒上了。”

去年，洪水冲毁了部分大棚，东冶头村积极组织村民开展
生产自救，通过采取引进先进农业企业共同注资修复等有效
措施，让大棚以最快的速度恢复生产。恢复生产的大棚引入
了许多数字化设备，当温度过高时，通风设备自动开启，为大
棚降温换气；光照不足时，补光灯适时亮起，为蔬菜提供充足
的光照；土壤湿度下降，灌溉系统则会精准喷水，确保蔬菜水
果始终生长在适宜的环境中。

一座座现代化温室大棚，既撑起了群众产业振兴的新希
望，又推动设施农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智能蔬菜大棚的发展，不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带
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农产品加工、物流运输、电
商销售等产业蓬勃兴起。新鲜采摘的蔬菜经过加工包装后，
迅速运往全国各地的市场。同时，积极发展电商平台，拓宽
了销售渠道，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大动力。

东冶头村将会继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通过建设
现代化智慧农业园，发展智能温室大棚，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引进更多新品种和新技术，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同
时，将积极探索农产品深加工、电商平台销售等多元化经营模
式，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更多渠道。

（李楠 焦虹）

昔阳县东冶头镇东冶头村

科技赋能智慧大棚 设施农业高效发展

本报讯 近日，笔者来到昔阳
县东冶头镇天圣庙村，只见村口的
小花园种满了绿植和花卉，家家户
户门口的小花园和小菜园里，五颜
六色的花开得正艳。

沿着摆满绿植和花卉的农家小
路继续前行，就会看到最有意趣的

“忆童年”乡村文化主题一条街。整
条街以童年游戏为主题，“打枣”“打
溜溜球”“包饺子”等彩绘栩栩如
生。墙面建筑充分利用农村特有的
陶瓷坛罐、废酒瓶、废轮胎等器物，
打造出不同的造型，砌筑了 500 米
的艺术花墙。可回收的洗衣液桶、
油桶等也改造成 100 余盆花式盆
栽，通过多元化造景，突出乡土、乡
情、乡韵，将村民庭院在保留原有风
貌的基础上，彻底升级为集情怀、美
感、实用于一体的美丽家园。

天圣庙村民王来明说：“现在，
来我们村观光旅游的人很多。村子
环境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舒坦了，
早起锻炼，晚上唱歌跳舞、打扑克，
日子过得不输城里人。”

环境美，产业旺，百姓福。走进
成宏生态园，仿佛进入一个远离喧
嚣的“桃花源”，古朴的小院儿竹影
婆娑，站临水露台前远眺，一半重峦
叠嶂，一半烟波浩渺。这是天圣庙
成宏生态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打造的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的生态园，已成为人们采摘
体验的“新场景”和休闲康养的“优
选地”。

成宏生态园负责人王成亮介
绍，从2014年开始打造采摘园，主要是樱桃雪桃种植采摘，
还有蜂蜜、土鸡蛋等农产品。今年，生态园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重点打造以种植、养殖、观光、餐饮、休闲、康养
为一体的生态庄园，在保留农村气息的同时，将采摘与旅游
观光、民宿相结合，打造“赏农家景、吃农家饭、品农家果”的
特色生态庄园，让游客采摘的同时，又能吃到健康绿色的农
家饭，还能在这里感受乡村田园生活。

天圣庙村党支部书记宋慧慧表示，为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天圣庙村多方学习、积极探索，结合村情实
际，优化整合闲置土地，以发展“庭院经济”为突破口，推动乡
村“增颜”又“升值”，让农村“方寸闲地”变身“增收宝地”。下
一步，天圣庙村将继续深入挖掘村内优势，打造集“观光+采
摘+餐饮住宿”为一体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李楠 焦虹）

昔
阳
县
东
冶
头
镇
天
圣
庙
村

采
摘
旅
游
融
一
体

增
收
致
富
拓
新
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昔阳县李家庄乡
北渡海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家
美、院美、村美、风尚美、心里美“五美”共建
为主题，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行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快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

北渡海村以创建“最美村庄”“最美庭

院”“最美巷道”“最美田园”为契机，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动员全村力量，
通过清理河道杂草、整修破损围栏、清理村
道生活垃圾、修整门前小花园等方式，共建
美好家园。为了让村民生活更加舒适，村党
支部带头谋划，在村主干道两侧修建栅栏，
修整小菜园、小花园，在水库两侧道路重新

堆砌围墙，清理荒坡杂草、种植绿树花卉，打
造廉政文化主题公园，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此外，北渡海村认真落实“垃圾不落
地”政策，为每户农户配备了垃圾桶，对村
内生活垃圾实行干湿分离。拆除村内现有
垃圾池或将其进行改造，通过填土植花方
式，转变为赏心悦目的花池景观，既净化了

环境，又美化了村容村貌。
“这几年的环境整治力度非常大，家家

户户‘垃圾不落地’，环境相当好。”北渡海
村村民郭建胜说道。

北渡海村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由村集
体带头大力发展桃林种植，形成景观产业，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和农村产业兴旺，助力
乡村振兴。“百亩桃园，十里桃花”的特色旅
游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下一步，北渡海村将继续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持续推进“垃圾不落地”行
动，引导村民形成垃圾分类良好习惯，全力
推进人居环境改善，打造多产融合发展格
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郝然）

昔阳县李家庄乡北渡海村

“五美”共建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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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昔阳县崇家岭村打造
的太空舱。

左图：昔阳石马寺景区。 郭庄水库露营基地

东冶头村智慧大棚

山西昔阳：深山古村里的慢享时光
新华社记者 王劲玉

农文旅融合火“出圈”
40 万游客打卡昔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