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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诗书传家，南庄还流传

着“镖师传奇”。清代道光年间，

介休城著名镖师阴泰忠在村西北

坡下修建故居，他走南闯北护镖

的故事在村民口中代代相传。如

今故居门楣上的两盏红灯笼，每

逢节庆便会亮起，村民说：“这灯

笼是给路过的商队照路，也是给

咱村人亮着的‘信义灯’。”这种

“崇文尚武”的传统，让南庄人既

有耕读人的谦和，也有江湖人的

仗义。

乡村的温度，藏在世代相传的

习俗里。春耕时，村民会组成“换

工队”，你帮我种玉米，我帮你栽果

树；秋收后，打谷场上摆开“百家

宴”，新收的小米粥、烤高粱饼香气

四溢；婚丧嫁娶时，全村老少自发

前来“帮事”，主妇们在厨房揉面、

剁馅，男人们抬桌、搬椅，孩童们在

石巷里追逐嬉戏。村中的“议事

堂”曾是处理邻里纠纷、商定村务

的场所，如今虽改作文化活动室，

但墙上的“村规民约”仍保留着“公

平议事、和睦相处”的传统，每月的

村民大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讨

论的话题从当年的“修堡墙”变成

如今的“民宿建设”，不变的是那

份主人翁的热忱。

振兴之路：

古村焕新的时代
实践

当“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春

风吹进南庄，古老村落开始了现

代转型。村里先后完成 120 户改

厕、90户改气工程，新建的污水处

理站每天处理生活污水 50 吨，曾

经的“污水横流”变成“清流绕

巷”。95%的街巷实现硬化、绿化，

百年老宅在修缮时保留青砖石

墙、木构梁架，却装上了地暖、太

阳能热水器，推开雕花木门，屋内

的现代家居与院外的古巷风光相

得益彰，村民笑称：“咱过的是‘古

董房里的新生活’。”

产业振兴让土地焕发新活

力。2019 年开工的养生养老基

地项目，像一条纽带连接起城市

与乡村：总投资 2.68 亿元的园区

里，白墙灰瓦的乡居公寓错落有

致，配套的健康管理中心、长者

学院、养生餐厅，吸引了太原、西

安等地的老人前来长住，一期工

程建成后，直接创造就业岗位 80

余个，周边村民的土鸡蛋、手工

馍成了“抢手货”。2020 年成立

的农翔种植合作社，将 10 间闲置

民房改造成特产展销中心，货架

上整齐摆放着南庄小米、绵山核

桃、传统老陈醋，游客扫码就能

下单，年销售额从最初的 50 万元

跃升至 200 万元，不少村民靠此

实现“家门口就业”。

在改革发展中，南庄探索出

“三赢”模式：150亩集体土地入股

合作社，村民既能拿土地租金，又

能在合作社打工；张壁酒庄项目

投资 4000 万元，建成集酿酒、观

光、餐饮于一体的产业园，不仅带

动 2000 亩高粱种植，还将酒糟低

价卖给养牛场，形成“高粱酿酒-

酒糟喂牛-牛粪还田”循环产业

链，年产值达1600万元；春本堂变

身“中堂文化博物馆”后，通过还

原明清时期的生活场景，年接待

游客5万人（次），25%的收益反哺

村集体，用于古建维护和民生设

施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振兴铸

魂。村东的“初心园”里，廉政文

化宣传栏与村史展牌并列而立；

贯穿全村的“清廉街”上，家家户

户门前悬挂着“廉洁家风”标语；

长达 200 米的文化墙描绘着耕读

传家、孝老爱亲的故事，成为孩子

们的“露天课堂”。连续五年举办

的“最美家庭”评选中，照顾患病

婆婆十年如一日的王秀英、带领

村民发展电商的年轻干部李建军

等典型人物，成为村民心中的“明

星”。2022 年落地的农村综改项

目，通过“党员联户”模式推进 16

项民生工程，新建的徽派民宿群

解决 30 人就业，亲子乐园每逢周

末便挤满城里来的家庭，石巷里

的欢声笑语与百年前的商队喧

哗，在时光中形成奇妙的呼应。

站在村北的真武庙遗址俯瞰

全村，石街如凤凰的脊梁贯穿南

北，新建的养老基地与民宿群如

同羽翼上的新羽，在阳光下闪耀

着温暖的光泽。南庄村获得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国家森林

乡村”等荣誉，不是终点，而是起

点——当古老的排水系统仍在默

默守护村落，当张氏院落的砖雕

在阳光下重现光彩，当新一代南

庄人带着祖辈的智慧与勇气迈向

未来，这片土地正在上演传统与

现代最动人的合奏。从“三门石

头街”的历史回响，到“乡村振兴”

的时代强音，南庄村始终相信：唯

有守住根脉，才能拥抱新生；唯有

携手奋进，方能不负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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