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一个村子“活”了千年，它会
是什么样子？

在榆次区东赵乡的沟梁中，隐逸
着一座保存完整的黄土旱塬农耕文
明古村落——后沟村。

古庙、古树、古建，这里古韵悠
扬、岁月静好，每一扇门后都隐藏着
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
的韵味。

新面貌、新气象、新“活法”，历经
千载岁月、时光晕染，每一处转角都
是惊喜，每一张笑脸写满欢喜。

凌晨时分，当人们还沉浸在梦乡
中，张金叶的豆腐坊里已经忙碌起
来。选豆、浸泡、磨浆、滤渣、煮浆、点
制、成型……不一会儿，一方方豆香
四溢、热气腾腾的豆腐新鲜出炉，坊
里坊外到处都飘着豆腐的香气。张
金叶是土生土长的后沟人，从面朝黄
土背朝天到如今吃上“旅游饭”，她对
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还能靠
村里的这些老房子赚上钱。村子发

展得越来越好，来旅游的人也越来越
多，尤其是‘五一’‘国庆’期间，一天
最多能卖100多斤豆腐。现在一个月
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日子真是越过
越红火。”除了做豆腐，张金叶还是古
村剪纸技艺的代表人物，逢年过节或
是遇上家有喜事，她都会拿起剪刀，
剪出喜气，剪出祝福，也剪出自己的
幸福生活。

后沟村有历史、有“颜值”，但在
很多年前，这个地处偏僻的小村庄也
曾寂寂无闻，“藏在深山人不知”。那
么“沉睡”的古村落又是如何“苏醒”
过来的？

要想让古村焕发生机，让原有的
肌理和古韵真正延续下来，首先离不
开有效保护。后沟村党支部书记范利
军告诉记者，近年来，后沟村一手抓传
统民居的修缮修复，一手抓新村建设，
坚持做到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传统村
落保护“齐步走”，着力打造环境优美、
风貌协调、特色彰显的传统村落。

“这里就是2018年投建的后沟新

村，有 82 套别墅式小二楼和 32 套单
元楼。走在村道上，是不是丝毫没有
身处农村的感觉。”范利军笑着介绍，
为了让古村更有古韵，村民生活更加
便利，村“两委”联合山西振鹏置业有
限公司选新址、建新村，高质量打造
村民住房，为后沟古村景区发展腾出
更多空间。

千年古村发展有了更大空间，求
新求变，新在何处？变在何方？记者
来到距离后沟新村1公里外的后沟古
村景区探寻答案。

冬日，踏足古村街道，终是一份
古朴与宁静。三合院、四合院、独立
式窑洞保留原汁原味，砖雕、木雕、石
雕散发古雅气息，民宿、民乐、民艺科
学精心布局，豆腐坊、香油坊、酒坊产
业业态丰富。环境好了，文脉活了，
古村火了，村民的钱袋子更鼓了。

由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共同持
股的榆次后沟古村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组建成立后，依托景区地域特
色、地形特点，先后打造了文昌阁、将

军院、老酒坊、老醋坊等30余处景点，
常态化开展民俗表演、文艺比赛、技
艺展示、农耕体验等活动，并邀请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回古村入住，进
行制作、展示、体验，保留、传承民俗
文化，激活乡村文旅产业“一池春
水”。后沟古村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郭林深告诉记者：“后沟古
村景区古建星罗密布，业态独具特色，
20%的农户依托景区办起了农家乐和
民宿，70%以上的农产品依托景区就
地消化，村子的发展越来越‘潮’了。”

不仅如此，后沟村还通过集中流
转土地，规划建设农业综合体和传统
农耕体验园，吸纳村民参与生产、管
理、服务等各个环节。打造“旅游+研
学”写生基地，以精品课程为支撑，解
决村内剩余劳动力，增加村民收入16
万元。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
种植小白梨、枣、杏等农特产品，先后发
展经济林300余亩，成为“小白梨”地标
农产品的核心产区。通过景区分红、
土地流转、场地租赁、旅游服务等，群
众的日子红火了起来。

越来越好的家乡，也吸引着外出
打拼的游子回归，张俊文便是其中之
一，他在自家院子里开了一家名为

“葡萄院”的农家乐。
“想吃什么，快进来坐！除了咱

本地的豆腐，还有南瓜丸子、笨鸡蛋、
野菜、槐花不烂子等特色美食。”记者
见到张俊文时，他正忙着招呼客人们
落座。“我是土生土长的后沟人，之前
一直在外地做服装生意。后来听说
村里在修缮翻新，就想着回来看看，
新能新到什么程度！”这一看，便坚定
了张俊文回村发展的念头。

“现在，许许多多的老房子，因为
变换用途而‘活’起来，农家乐的生意
渐渐在村里形成了气候，生意做在家
门口，足不出户就能挣钱。我们有四
间窑洞房，主打的特色菜食材都是绿
色天然的，游客都愿意来。”张俊文
说，春节临近，这些天他也和妻子及
早做准备，希望生意越来越好。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古村新貌的背后，是一次次传统
元素与现代创新完美融合的生动实
践，是盘活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农旅融合多元发展的大胆探索。后
沟村正带着它的“变”与“不变”，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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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湛蓝，阳光透过砖瓦，洒满古城的青石
板路。身着明清服饰的游客或在城墙下莞尔一
笑，或在近代金融发端的日昇昌票号的老物什
前摩挲，在游人的注视中，“晋商少奶奶”成为古
城新的风景。

一家旅拍店的老板娘一边整理着服饰一
边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已入寒冬，但来古城做
妆造、拍摄的游人依旧络绎不绝。古城墙、古
街巷是拍摄的重点区域，现在再也不怕电线、
变压器入镜坏景了。”她指着前方不远处古色
古香的房子说：“我要不说，你能看出那是一个
配电室吗？”

古装古瓦，两出水斜屋顶样式……街边，一
个崭新的仿古建筑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很难
想象，这是一个“隐身”于古城之内的配电室，千
年古城风韵与现代智慧电力在此完美融合。“古
城照壁南街配电室已经投入使用，是平遥古城

‘清洁能源替代’专项电网改造二期工程 21座
配电室的其中之一。”1月6日，记者在古城采访
时，见到了国网晋中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专
责赵树盛：“公司下足绣花功夫在古城内进行项
目改造，将项目建设与景区整体规划紧密结合，
推动古城区域内电力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为改善古城空气质量和旅游环境，近年来，
国网晋中供电公司结合平遥古城开发现状，聚
焦古城保护、环境提升、电网升级，因地制宜，结
合管道改造等多种因素，持续支持服务古城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加快推进古城清洁替代
工程。2024 年 5 月，对古城开展“清洁能源替
代”专项电网改造二期工程建设。该项目投资
3.2 亿元，新建 11 条 10 千伏电缆线路，总长
79.314公里；新建 21座 10千伏配电室，敷设低
压电缆 123.654公里，安装表箱 1698只、安装电
表3055块，接户电缆76.41公里。

古城内文物众多，土地资源稀缺，新建配电
室共 21座，需覆盖 121条街道，总长 30.22公里
综合管线，需完成 129条小街巷的电力管线敷
设，工程量大而且施工范围广。施工周期横跨
旅游旺季及国际电影节、摄影展等重大活动，施
工难度较大。为此，公司成立古城基础设施提
升项目电力改造专班工作组，采取多组、多面、
多点同时推进的建设方案，提前进场开展前期
工作。建设期间，每周召开工程协调会，全力推进工程进度。

“古城的古建房屋需要避让和保护，景区的正常运营也不能影响，夜间
作业还存在噪音扰民问题，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谓困难重重。”赵树盛介绍，为
了全力保障项目按时推进，将工程涉及的 3个施工队伍共 10个小组 150余
人，安排夜间与白天、人流密集与稀少区穿插施工。针对古城旅游景点的特
殊性，多次提前组织零点停送电操作演练，并通过照明保障、安全防护、噪音
控制等一系列举措，保证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实施过程中，国网晋中供电公司针对古城用电负荷
特点，全面推进配网运维数字化转型，编制平遥古城高可靠性配电网建设方
案，让千年古城更加熠熠生辉。

平遥古城景区和居民区交融在一起，保电要求格外高。项目改造后，古
城区域采用双环网结构，配置“集中型+级差”FA（自愈功能装置）策略，也就
是在古城区域内任意10kV区段发生故障时，该故障区段能秒级自动快速隔
离并转供，非故障区域快速复电。同时，针对性打造数字孪生配电室，运维
人员在供电所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

“改造的同时，我们对配电室进行了智能化升级。”公司运检部霍亚俊介
绍，“以火神庙配电室为例，经过智慧化改造后，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配电室
温湿度、烟雾告警、水位告警、门禁告警信息，与配电室设备自动联动控制，
告警短信实时推送配电室运维人员。”

在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基础上，对于古城的供电服务保障，该公
司也在持续优化服务，“网格+电格”的全新服务模式让用电需求响应一直
在加速。2024年，公司以村（社区）为依托，以单元网格为载体，以网格化服
务融入村（社区）网格管理为举措，让管理服务资源重心下移。平遥古城整
个区域划分为三大网格以及十二个小网格，每个大网格设有台区经理一名，
实行全天候对接响应。

为了不耽误客户采暖，公司在营业厅设立煤改电快捷通道，安排专人值
守。同时，组织党员服务队对古城区域内电力设备进行特巡，对核心的供电
线路和客户用电负荷、设备接入点温度进行测试和隐患进行排查，对古城内
电采暖用户进行上门服务。

这项改造工程不仅惠及平遥古城居民、商铺4759户，客栈3981间，总供
暖面积约38.6万平方米，也让来到古城的各地游客有了更好的观光体验。

“告别了盘踞头顶的‘蜘蛛网’，群众的用电有了保障，游客拿出手机对
着天空随手一拍，就是一张极简风的美照。”古城住户李铁生开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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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星宇）自2024年
全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各县
（区、市）积极探索、高位推动，打通堵
点、破解难题，实现首批林权类不动产
权证书发放县县全覆盖。

发放林权类不动产证，是解决林
地权属不明确、边界不清晰等问题的
有效途径，是保护林业经营户合法权
益的具体举措，也是盘活“沉睡”的山
林资源，让林地“活起来”的实际行
动。去年以来，我市坚持在原有林权
证书合法有效的基础上，遵循不变不
换、尊重群众意愿、依申请办理的原
则，推动清理规范、解决林权纠纷与换
证发证同步进行，介休市、和顺县、左
权县、祁县第一批发放了林权类不动
产首证，实现零的突破。随后，寿阳
县、昔阳县、榆社县等陆续颁发证书，

各县（区、市）积极推进规模经营和规
范流转，全力保障林农和涉林企业的
合法权益，通过颁证让林业经营户吃
上了“定心丸”。

同时，我市还将深化集体林权
改革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发展
林 草 产 业 作 为 林 权 改 革 的 根 本 之
策，厚植“生态美”绿色底色，增进

“百姓富”生态福祉，形成了五大产
业集群。其中，榆次区北田镇推广
利用核桃经济林发展林下经济，采
取“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发展“核
桃+艾草”特色产业，带动 100 余农户
户均增收 3000 元。祁县林场积极实
施“百场带千村”行动，依托昌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和乔家大院，打造 5A级景
区发展模式，带动附近村民人均年增
收 2万元。介休市天峻山附近村集体

以林地、林木入股，实现“森林+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5
万人次。昔阳县孔氏乡机械化带状
发展板栗经济林 2.5 万亩、核桃 1.2 万
亩，实行集中连片规模化经营，实现
资源变资产、林权变股权、农民变股
东。左权县通过改革，将 5 万亩分散
经营的核桃树集中托管给 5 个合作
社，形成种、管、收全链条托管、一条
龙 服 务 的 保 障 机 制 。 截 至 2024 年
底，全市干果经济林面积达 191.9 万
亩，总产量 15.1万吨，总产值达 12.4亿
元。实施林药、林菌、林菜等林下种
植、林下养殖以及生态旅游、森林康
养、生态庄园等总面积 110 万亩。全
市林草总产值达 76亿元，林果产业丰
产丰收、提质增效，有力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我市首批林权类不动产证书发放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李雨鑫）近日，王
家大院推出 2025 年春节门票优惠政
策。为回馈社会各界，提升景区文化
影响力，丰富民众节日文化生活，让更
多游客领略王家大院的独特魅力，1
月 22 日至 2 月 12 日（腊月二十三至
正月十五）期间，王家大院景区将对全
国大学本科、大专、中专学生实行免门

票政策。在此期间，符合条件的学生
可持本人身份证与学生证到窗口兑换
纸质票后核验进入景区参观。

此外，王家大院全年对灵石本地
居民实施免票政策，群众凭本人身份
证即可入院参观。

王家大院推出春节门票优惠及免票政策

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春节临近，市城区各大超市洋溢着红火喜庆的节日氛围，各类商品琳
琅满目。特别是新春年货礼盒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方便市民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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