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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然见晋中，“五一”欢乐游！

2025年“五一”假期，在晋中市城区，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即将为您带来最怡然的旅游体

验！到晋中，来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之旅、太行山水艺术之旅、休闲度假美食之旅。晋中欢迎您！

主题一：中国传统文化之旅

线路1：文博探寻奇妙游
榆次GoHome艺术中心——晋中市博物

馆——晋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太谷古城
无边寺——太谷鑫炳记非遗文化园——山西
中医药博物馆（太谷）

推荐时长：二日游
推荐食宿：万达广场（新建路店，距离晋中

市博物馆车程 3分钟、步行 10分钟）可品尝特
色美食小吃；晋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中有壁画

艺术餐厅、壁画艺术酒店可用餐住宿。其中，
距离榆次GoHome艺术中心1.4公里可品尝榆
次非遗美食鱼羊包，鑫炳记非遗文化园可品
尝、购买地道特色太谷饼。

推荐夜游：夜晚可在天美杉杉奥特莱斯休
闲街区（距离晋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车程3分
钟、步行10分钟）休闲购物、享受美食。

公共交通：榆次区乘坐公交1路可到达榆
次GoHome艺术中心，11路、13路北可到达晋
中市博物馆、晋之源壁画艺术博物馆。太谷区
乘坐公交 T06 路可到达鑫炳记非遗文化园，
T23路可到达太谷无边寺、T16路可到达山西

中医药博物馆。（下车后均需短暂步行）
线路看点：GoHome 艺术中心举办“当侏

罗纪遇上复古老车——一场跨越亿年的狂
欢”，举办创意手工工作坊、恐龙展、卡丁车游
乐设施、亲子欢乐体验等内容；晋中市博物馆、
晋中市图书馆（距离博物馆步行 2分钟）推出

“五一”多样阅读及文博活动；太谷古城无边寺
免费开放；山西中医药博物馆提供手工制作中
药丸体验。

线路2：晋商文化体验游
太谷曹家大院——太谷古城——榆次常

家庄园——榆次老城
推荐时长：二日游
推荐食宿：太谷古城、榆次老城周边可品

尝太谷卷卷、灌肠、榆次桃花面等，可选择精
品酒店住宿。

推荐夜游：榆次老城休闲街区可享受美
食、参加文体活动、夜游古城等。

公共交通：太谷区乘坐公交 T16 路可到
达太谷古城，T06 路可到达太谷曹家大院。
榆次区乘坐公交 202路、5路、206路等可到达
榆次老城，12 路可到达常家庄园。（下车后均
需短暂步行）

线路看点：太谷古城内举办古城打卡、文
艺演出等，榆次老城组织电音节、网红快闪等
活动，以及剪纸、刺绣等传统非遗技艺互动
体验。

主题二：太行山水艺术之旅

线路3：春日山野艺术游
榆次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狂欢谷）——

太谷美宝山庄——太谷象峪谷神农世界
推荐时长：二日游
推荐食宿：乌金山森林公园中有传统晋菜

美食，山外山酒店可住宿；太谷美宝山庄可品
尝太谷卷卷、凉粉等太谷美食，可住宿。

公共交通：榆次区乘坐公交 20 路可到达
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太谷区乘坐T19路可
到达象峪谷神农世界，T17 路可到达美宝山
庄。（下车后均需短暂步行）

线路看点：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以“惠民
狂欢·生态之旅”为主题，生肖属虎、兔的游客，
山西省、市、区劳模，山西省医护人员可凭有效
证件免费领取价值 188元狂欢谷套票 1张，山
西籍游客凭身份证原件全年可享受乌金山森
林公园免门票（原价60元）。太谷美宝山庄举
办踏青赏花、剪纸、面塑DIY、手作桃花簪等体
验活动，5月1日至5月5日门票特惠，大学生、
退役军人免门票入园参观游览。太谷象峪谷
神农世界推出大地彩石草帽艺术季、神农谷韵
插秧节、草坪电音狂欢节等活动，关注公众号
转发相应链接可获取门票优惠。

主题三：休闲度假美食之旅

线路4：赏花踏青轻享游
榆次什贴古镇——榆次小五台庄园——

漫时光小院
推荐时长：一日游
出行方式：建议自驾。
线路看点：什贴古镇以“金色田园·诗意栖

居”为主题，举办游园赏花、观景摄影及美食节
活动，届时可品尝地道美食，也可购买什贴小
米等农特产品；小五台庄园以“亲子乐游·自然
共融”为主题，推出亲子游乐、宠物互动、帐篷
营地及烧烤体验；漫时光小院露营地开展“悠
享春日”主题活动，提供不同露营套餐，打造活
力满满的春日时光。

线路5：露营观演休闲游
榆次后沟古村——榆次百草坡房车露营

地——榆次潇河莲花湾
推荐时长：一日游
出行方式：建议自驾，乘坐公交K1路可到

达潇河莲花湾。
推荐夜游：榆次潇河莲花湾景区以“幻夜

星河·光影盛宴”为主题，5月1日至5月4日举
办“遇见花火”大型多媒体艺术烟火表演。

线路看点：后沟古村以“古韵乡情·非遗拾
趣”为主题，推出特色民俗表演、研学打卡及拓
印非遗文化体验活动，可品尝后沟铁锅宴、传
统玉米枣饼；百草坡房车营地推出房车租赁优
惠套餐和特色烧烤篝火晚会。

线路6：山庄古村休闲游
太谷任村乡、北洸乡——太谷田园东谷温

泉度假小镇——榆次莫奈山谷
推荐时长：二日游
出行方式：建议自驾。
线路看点：太谷区任村乡、北洸乡可采摘

樱桃、葡萄、香瓜、油桃、西红柿、黄瓜等；田园
东谷温泉度假小镇可采摘无公害有机蔬菜、享
受中医理疗，住宿窑洞私汤小院；莫奈山谷围
绕“邂逅莫奈·春谷寻芳”主题，打造现实版莫
奈花园打卡点，开展春日野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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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1.线路中各点位优惠活动以官方新媒体发
布信息为准。携程APP、美团APP、各类导航软
件等可查询到售票、开放时间等相关信息，游客
也可以拨打各点位联系电话，获知最新信息。

2.游客可以选择购买“畅游晋中一卡通”
年票，仅需88元便可畅玩晋中40家景区（其中
17家收费景区，总票价831元），通过“畅游晋
中”微信小程序，或者授权的线下代收网点购
买。用近1折的价格，奉上百分之百的诚意，
诚邀各地宾朋来晋中旅游观光。

3.游客可自由选择交通工具，使用导航软
件提前获知交通信息，合理规划线路。市城区
内，太原有直达榆次区的公交车（901、902、
903、909、912、916路）和直达太谷区的公交车

（921路），榆次和太谷有直达公交车（801路），
山庄、乡村等建议自驾前往。

4.榆次区特色美食有桃花面、鱼羊包、魏
虎仙元宵、榆次泡泡油糕、荞面灌肠等，太谷区
特色美食有太谷饼、太谷卷卷、太谷泡泡糕、太
谷菜疙瘩、太谷水灌肠等，游客可根据自身口
味选择品尝。

5.风景景色再美，务必以安全为先。游客
请提前关注文旅、交通、气象等部门发布的出
行提示，规划好出行线路，进入景区踏青休闲，
要注意防火避灾。出行前务必关注目的地天
气变化，确保出行安全。

6.倡导健康、文明、环保的旅游方式，遵守
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保护生态环境。不随地乱
扔垃圾。遵守公共秩序，保护文物古迹，不乱
刻乱画，爱惜公共设施。

后沟古村，作为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的缩影，
被誉为北方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和“农耕桃
源”。庙宇星罗棋布，观音堂、关帝庙、真武庙、文
昌阁、魁星楼等，与村庄居住功能完美融合，在全
国亦属罕见。

后沟村民搬到新村后，住上楼房，古村景区
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一些房屋被改造成展厅、
博物馆或民宿，一些院落改造成为手工作坊或非
遗工坊。目前，后沟古村已经拥有元庆隆老陈
醋、木版年画、东哥微雕、拓印研学、太行剪纸等
多种非遗项目。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
遗文化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和历史的智慧。这些
非遗项目进驻后沟，给搬迁后的古村景区注入了
活力，游客不仅可观赏村中古朴
风貌，触摸到岁月的痕迹，感受
古老村庄的静谧和祥和，还能近
距离看非遗项目，甚至可以自己
动手实践，体验非遗项目的神奇
魅力。位于村东美食广场的老
四年画铺，2024 年 5月入驻后沟
村。晋中木版年画有近800年历
史，通过晋商传遍全国。

老四年画铺成立于2017年，
老四原名石庆英，退休后与丈夫
专注收集、传播、推广木版年画，
入驻后沟后，传承制作非遗木版
年画。“我很喜欢后沟，越挖掘越
明白老祖宗的智慧，别看后沟村
子不大，但蕴藏的民间文化多样，
给我创作提供了源泉，我们要让

这些记忆延续下去。”老四喜欢和每一个来访的游
客聊天，仿佛开了一扇窗，视野愈发开阔，思考更
加深远。

从事微缩景观制作的王旭东是中国民协彩
灯专委会设计师。如今，他修复了后沟的两座院
子，收拾得井井有条，集展览、制作、民宿为一体，
院中花团锦簇，蔬果丰盛，令人流连忘返。

后沟民居依地势而建，年画铺和微雕工坊相
隔不远，在村东，背靠山崖，前有河水淙淙，远处
土垣上绿树葱郁，幽静中别有趣味。往前走不
远，就是文昌阁，不时有人在安静作画，或油画或
水墨，或素描或水粉，勾勒着古村晨昏，渲染着后
沟风韵。

在村西一处宅院中，有个太行剪纸工作室。

民间剪纸艺术大师张志强被誉为“铰花儿后生”，
左权县龙泉乡人，从事手工剪纸技艺 30余年，他
是左权县第一批县级非遗项目剪纸代表传承人，
代表作有《戏曲脸谱》《十二生肖》《驮粮赶集》
等。他学过国画、书法、油画，练就了脱稿盲剪这
一绝活。白纸一卷，剪刀一把，包里一放，这就是
他的全部“家当”，他边剪边创作，作品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颇受欢迎。

这些非遗手艺人，不仅为后沟增添了文化内
涵，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走在这里，可
以遇到醋坊、酒坊、豆腐坊，可以看到一些生动鲜
活的非遗产品，身处其中，自然风光与民间艺术
相得益彰，有一种想慢下来、留下来的感觉。这
不正是农文旅融合，怡然见晋中的最好诠释？

文/图 周俊芳

春到后沟 非遗焕生机
驱车从市城区出发，沿着

乡村旅游公路，不到半个小时
便 来 到 榆 次 区 东 赵 乡 后 沟
村。春日的后沟草长莺飞、生
气勃发，每天来旅游、研学的
人络绎不绝，对于久居都市的
人来说，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田
园风光，还有看得见的乡愁。

站在村口，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青瓦白墙、小楼林立
的后沟新村，一座座精致的
别 墅 小 院 整 齐 排 列 在 河 滩
边，与绿意盎然的田园美景
融为一体。按照路牌继续前
行，尽头是一面巨大的黄土
崖壁。走近了、转个弯，竟别
有 洞 天 。 层 层 叠 叠 的 古 窑
洞、古朴厚重的老戏台、蜿蜒
曲折的石板路，曲径通幽、古
风古韵的后沟古村如画卷般
徐徐展开……

路上，后沟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范利军讲起了
该村的历史与变迁。后沟村
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整个村子
依山而建，彰显着古人择地而
居的生活理念。村里民居多
为窑洞，建筑风格古朴实用、
匠心独具，寺庙遗存丰富且保
存完整，浓缩了千百年来黄土
旱塬农耕文明的传统经典。
2003年，榆次区开始对后沟村进行保
护抢救、旅游开发，并引进专业团队
规范管理，着力打造“乡愁体验、古韵
后沟”旅游名片，后沟村逐渐声名鹊
起，旅游业蓬勃发展。

随着村民生活越来越富裕，大家
对人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村

落保护和现代化生活的矛盾
日益突出。“只有建新村，才能
真正保护古村。”范利军说。
紧接着，后沟村便启动了三大
工程：旧村保护、新村建设和
旅游提档升级。

2018年，后沟村在古村外
1公里处建起了占地58亩的后
沟新村，涵盖 114 套小别墅及
单元楼、文旅酒店、游客中心、
党群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
心等，水、电、暖等现代化生活
设施一应俱全。同时，高标准
实施硬化、绿化、亮化、美化

“四化”工程，让优美环境与古
朴村落遥相呼应，成为美丽乡
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今的后沟村，家家户户
都住上了别墅楼房，村民们依
托景区劳务、开农家乐、销售
农特产品、土地租赁及旅游公
司股份分红等多种渠道，人均
年收入达 2 万元以上。近几
年，村里还大力发展小白梨、
黑叶枣等林果经济产业，帮助
村民增收致富。

“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
后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环境
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我
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美！”作为土
生土长的后沟人，张志芳感慨

地说道。
近年来，后沟村荣获“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最
美村镇”“山西省旅游名村”等多项荣
誉。未来，乘着乡村全面振兴的东风，
古老又现代的后沟村将成为人们留得
住乡愁的幸福家园。 （吕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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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年画制作 乡村艺术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