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串村崇串村

无风烁日暑气浓，蝉声朗朗唱枝头。太谷区北洸

乡北洸村，这个承载着厚重晋商文化的古村落，正以崭

新的面貌展示着其宜居、宜业、宜游的独特魅力。

7月30日，记者走进北洸村，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

开挖沟槽、修筑路面护坡，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沿着新

铺设的石板路缓缓前行，两旁精心修剪的绿化带和那

些曾经泥泞不堪的土路形成鲜明对比。如今，这里已

换上了整洁的“新装”，更加方便了村民日常出行。

张爱秀是村里的老居民。站在自家门前，她眼中闪

烁着对家乡变化的自豪与喜悦。“现在这路啊，走起来心

里都敞亮！”她的话语里满是对新生活的知足与自豪。

张爱秀兴奋地指着不远处新建的排水系统说：“以前一

到雨季，家里就进水，现在好了，再也不怕雨水进屋了。”

北洸村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升级上，更

在于那份对村民需求的深切关怀。

要让村庄真正宜居，就必须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

问题。在村“两委”干部的带动下，上下水管道改造、道

路修缮、安全隐患消除……一项项民生工程紧锣密鼓

地推进，每一件都办到了村民的心坎上。

“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提高了，干群关系也拉近

了。每一位老百姓都是设计者，也是检验员。”村委委

员孙晓飞说。他介绍，北洸村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的过程中，不仅注重环境的改善，更重视长效管护

机制的建立，通过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定人居环

境管理制度和网格化管理办法，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落

到实处、每一份责任都有人担当。

今年以来，北洸村以种植业、设施农业、林果业、养

殖业为主导产业，在村“两委”的积极努力下，全村统一

筹建6个规模化养殖小区，引进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高新民营科技企业山西巨鑫伟业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山西金谷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经过

多年持续推动，北洸村正逐渐从以种植业和林果业为

主的传统农业村，向现代农业、低碳工业与旅游业一二

三产相融发展的新型农村转型。

“我们北洸村，不仅要保留好宝贵的晋商文化遗

产，更要让它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北洸村党支部

书记党栓保声音浑厚有力，话语间流露出对家乡深

沉的爱与责任。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北洸村以

“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为发展理念，不断

丰富、完善晋商文化吃、住、行、游、购、娱各类载体，

“科谷路入口提升改造”“推动三多堂和鑫炳记全面

升级为 AAAA 级景区”“建设以晋商文化为主题的农

文旅商业一条街”这三大重点项目正如火如荼进行。

（王爱媛）

太谷区北洸洸村：

左权县桃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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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百乡千村”治理行动巡礼（九）

绿野展风华绿野展风华 生态入诗行生态入诗行

从昔阳县城西行约25公里，就来到了位于

太行山西麓、潇河源头的沾尚镇沾尚村。

走进沾尚村，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河道清

淤、公厕新建、垃圾分类……一系列人居环境治

理举措让这里焕然一新。村民们积极参与“垃圾

不落地”行动，网格化管理让责任到人、常态清洁

成为日常。20条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的主干道，

200余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公路行道树，还有

被妥善处理的10余吨农田秸秆及生产生活垃圾，

都是沾尚村全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生动注脚。

“从前，因为村里条件差，村民们陆续搬出

去了。如今，家门口就是公园，大家又搬了回

来。”亲历村里的变化后，沾尚村村民郑文慧感

慨万千。

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今年，沾尚村深

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田园美、家

园美、生态美、生活美”“四美”新农村建设目

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强产业项目，优化人

居环境，将农业、生态、文旅资源串珠成链，通

过持续打造“九个一”、健全“吃住游购”一体化

服务链条，推动好山水变好资产，乡村颜值变

经济价值。

漫步沾尚村“乡源一条街”，“沾尚”豆腐、晋

之道白酒等美酒美食店铺让人应接不暇。在这

些店铺里，不时有三五成群的游客进出，津津乐

道地回味着美酒美食。

走进“沾尚”豆腐店，这里摆放着刚出锅的

豆腐，豆香味十足。喜欢吃豆制品的游客李晓

峰路过门店时，一边说“没想到这店开到老街上

了”，一边紧走几步来到货柜前。“就是这个味

道。”他吃了一小块豆腐，脸上洋溢着满足感。

“‘乡源一条街’是我们村的新地标，这条街

上的六大特色加工坊串联起来，不仅延长了农

业产业链，更为村集体带来年均20余万元的增

收，更让20户脱贫户在家门口找到了致富路。”

该村党总支书记刘永明说。近年来，该村依托

潇河清洁水源优势及农业基础，精耕细作土地

文章，做大农业产业，打造了集聚酒坊、醋坊、豆

腐坊、木器坊等一批特色工坊的“乡源一条街”，

发展沾尚“原火”辣椒酱、“安丰”胡麻油、“沾尚”

豆腐、安家庄老传统酸菜、晋之道白酒、松曲矿

泉水等“沾字号”农特产品，并以“文娱活动+产

销对接+行业座谈”创新模式，多措并举推动特

色农产品开拓销售渠道，让村民腰包鼓起来，村

集体收入多起来。

“现在，周边村组、县城里的人夏天都愿意

来我们这里，节假日更是领着孩子、带着朋友过

来游玩。镇里还专门修了停车场、划了停车位，

环境好了，人气更旺了。”刘永明乐呵呵地说。

如今，漫步在沾尚村，抬头是郁郁葱葱的森

林，放眼是清澈的河水，低头则是花团锦簇的公

园。这幅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的美丽乡村新

画卷正徐徐展开，向人们展示着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给沾尚村带来的独特魅力与活力。

（张凯鹏）

在村内建起岳飞文化园、岳飞文化

广场，下一步将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引进集奶绵羊繁育、养殖及绵羊乳

制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特色企

业——山西十四只绵羊种业有限公司；

村内人口只要有劳动能力，均能实

现就业增收，就业范围包括古建、医药

包装、超市等……

榆社县云簇镇崇串村是该县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中打造的精品示

范村之一。前不久，市委书记常书铭到

榆社县调研时，专程来到崇串村，走进

居家养老服务驿站调研，并入户实地查

看农村改厕情况。

崇串村通过“财政支持一点、集体

自筹一点、个人负担一点、社会捐赠一

点、多方整合一点”五个“一点”模式，累

计投资11万余元，建成居家养老服务驿

站，于2023年3月17日启动运行，为村

内留守老人及子女解决后顾之忧。目

前，共服务村内23名60岁以上老人，为

他们提供助餐、助医、助洁、助急、助行、

助乐、助学“七助”服务，切实提升村内

老人晚年生活幸福感。

该村还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对

183 户常住户进行户厕改造及后续提

升。目前，村内已无旱厕，实现水冲式

厕所全覆盖。通过大三格化粪池进行

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抽粪车由县

农业农村局配备并记入村集体固定资

产，粪污的抽取按照每车 40 元进行收

取，其中农户出 20 元，剩余 20 元由县

级进行配套，确定抽粪车服务人员，及

时对抽粪车服务人员、报抽电话进行

公示，做到登记规范、专车专用、随叫

随到。在后续管护上，管理员负责全

村户厕日常管理维护，确保设施坏了

有人修、管道堵了有人通、粪污满了有

人掏，达到“厕所地面不见垃圾、便器

不见粪渍、厕室不见蚊蝇”的“三不见”

效果。

该村党支部书记岳兵告诉记者，崇

串村种植业主要以种植大田玉米、青储

玉米、黑小麦、谷子、高粱、大豆等为主，

畜牧业主要以养牛、养羊、散养笨鸡为

主。该村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主

要抓手，从厘清村级账务、做优集体产

业、发挥村企合作优势出发，以山西十

四只绵羊种业有限公司为龙头企业接

入村集体经济链条，实现土地流转、劳

务用工、助农帮销三项成效。

今年，崇串村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为引领，支持山西十四只绵羊

种业有限公司发展种植岛、挤奶站，打

造特色古建庭院经济，以道路硬化、村

庄绿化亮化、三线入地、立面整治、5G

网络覆盖、污水管网铺设等民生项目为

重点，聚焦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环境卫

生提升行动，推进宜商、宜业、宜居乡村

建设。

依靠良好的党建基础、产业规模和

文化底蕴，崇串村连续获得“红旗基层

党组织”“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

号，2024年获得省级文明村荣誉称号。

如今的崇串村，一排排住房整齐排

列，房前屋后整洁有序，道路干净宽敞，

村民生活悠然自得，俨然一幅村净、景

美、人和的幸福乡村画卷。（闫淑娟）
走进左权县桃园村，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彩

色墙绘。以桃元素、民间画为重

点的精致绘画与墙体巧妙结合，

让原本单调的墙面瞬间“活”了起

来，“艺术范儿”满满。

行至村中，目之所及都与花

树相映，不少村民在村道边乘凉

赏景，十分惬意。在这里，你可

以看到精美雅致的农家小院、宽

阔平坦的乡村道路、绿意盎然的

田园风光；你可以前往山西壁画

馆，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壁画的

独特魅力，开启一场从古至今的

穿越之旅；你可以漫步于旧村古

街，欣赏错落有致的古民居，在

古色古香的街巷中感受简单而纯

粹的美。

行至半途，巧遇村民李大爷

在村中散步。说起村里的变化，

他脸上溢满幸福的笑容。他说：

“现在村里的变化真不小，最直观

的就是环境变好了，以前的乱搭

乱建、乱堆乱放都不见了，全村美

化亮化，把我们房前屋后改造得

像花园一样，日子越过越舒坦。”

从过去的脏乱差，到如今的

花园式村庄，桃园村已成为颇具

艺术韵味的打卡地。

改变从何而来？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全村

实施美化亮化工程，改善村容村

貌。”桃园村党支部书记刘世俊表

示，从今年4月至今，村里拆除乱

搭乱建3处、整治乱堆乱放12处；

实施出村道路整治，修整护坡200

米、清理道路两旁垃圾50立方米；

安装24盏路灯；改建人畜吃水蓄

水池50立方米。目前，正在建设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同步进行

墙体立面美化工程。

“面子”美了，“里子”更实了。

作为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

老井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桃园

村的山西壁画馆承载着丰富的历

史文化与艺术价值。馆内展陈着

30余幅五代十国时期的山西寺观

壁画，为游客和艺术爱好者提供

了不可错过的文化盛宴。

正在建设中的旧村古街，是

桃园村乡村旅游的又一亮点。今

年，古街迎来新一轮改造升级，改

铺石板路1200 平方米、修建护村

堰300米，不仅美化了环境，更提

升了观光的安全性。如今，这里

已成为学生写生的热门打卡地，

每年吸引着众多艺术学子前来采

风创作。

在桃园村的另一角，百亩采

摘园正迎来丰收季。李子、桃子、

西梅等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

果香。刘世俊兴奋地说：“我们计

划将水果产销与写生打卡有机结

合，让学生们在享受采摘乐趣的

同时，感受到桃园村独特的文化

氛围。同时，我们还将扩大采摘

园规模，引进新品种，把写生、采

摘做大做强，使其成为村里的一

张闪亮名片。”

如今，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上，桃园村正以民间壁画和桃

文化为笔，以乡村振兴为墨，绘制

着一幅生动绚丽的发展画卷。

（李娟）

绘就“四美”新画卷 唱响乡村振兴曲

“面子里子”一起抓 村里有了“艺术范”

环境优美生态好 宜居宜业样貌新

党建引领强治理 提升群众获得感

昔阳县沾尚村：

榆社县崇串村：

桃园村

北北洸洸村村

沾尚村沾尚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