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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深处，千仞绝壁之下，左权

县拐儿镇河东村一片片水田宛如大地新

织的绿绸，映照着仲夏的阳光。水波潋滟

间，新插秧苗在微风中舒展稚叶，在海拔

千米的高山上铺展出一幅江南画卷。

河东村，这个藏在清漳河东源的高

山村落，曾以“太行小江南”闻名。73 岁

的村民曹世田清晰记得，早年在河滩插

秧时，稻穗能垂到水面，秋收时满村飘着

新米的清香。

然而，随着品

种陈旧、技术

落伍等原因，

水田逐渐改为

旱作，种植玉

米成了更多选

择。直到2024

年，在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

东风里，当地重提“稻作复兴”，依托清漳

河优质水源与千年种植传统，一场山乡

巨变悄然萌芽。

“以前种玉米一亩地赚800块，现在种

稻能翻两番！”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郭强算着账，语气铿锵。2024年春，拐

儿镇及河东村以“企业+农户”模式引入山

西太行红旅农贸有限公司，集中流转500

亩基本农田，试种黑龙江五常原种“稻花香

2号”，但能否成功，当时并没有人能确定。

直至210亩试验田最终捧出9万公斤

金灿灿的稻谷时，所有疑虑都化作了田埂

上的惊叹与笑意。收获的岂止是稻米？

去年，这片绿野已吸引村民投工3500余人

（次），100余名乡亲在家门口获得了增收

1000元的机遇，村集体经济亦被悄然注入

了汩汩活水。

又是一年芒种时，清晨6点，太行山间

的薄雾还未散尽，河东村的水稻田已是一

片繁忙。今年，河东村希望的版图持续扩

展。得益于上级150余万元衔接资金的助

力，1500米新渠如银链般蜿蜒田间，水源

地不仅被细心守护，稻田也有了源头活

水。水脉既通，河东村水稻种植面积从

210 亩跃升至 350 亩，预计将吸引 4000 余

人（次）劳动力投身其中。

45岁的杨鸿雁蹲在田埂边，指尖轻抚

嫩绿的稻苗，泥水裹着裤脚，脸上漾着笑：

“这苗子壮实，感觉比小时候的还好！”他

身后，插秧机轰鸣着划过水面，留下一排

排整齐的翠绿，三五农民弯腰补苗，汗珠

滴进泥土，仿佛在续写这片土地尘封多年

的稻作传奇。

田埂那头，山西太行红旅农贸有限公

司负责人李保忠手指远方，充满热望：“绿

色种植标准正全面推行，有机认证与地理

标志已在路上。”更宏阔的蓝图已然展开，

未来的田畴不仅是粮仓，更是乐园：插秧

的趣味、收割的喜悦、扎稻草人的童真、稻

田景观房的诗意、农家饭菜的原香、夜间

篝火的温暖……农旅融合的生机正悄然

萌动，这片曾浸染烈士热血的土地焕发出

了全新的生命温度。

有稻香，有足音，当传统农业遇上现

代经营，当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沉

睡的山河终将苏醒，续写出的是新时代

“太行稻香谣”。

太行新景象 河东种稻忙
记者 史俊杰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我在

抖音上看到这里能采摘樱桃，就过来看

看、玩玩，顺便摘点樱桃。这里真的很不

错！”6月8日，在灵石县秉朋种植专业合

作社露天樱桃园采摘的游客李岳明高兴

地说道。

连日来，灵石县秉朋种植专业合作

社露天樱桃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采摘

季。踏入园中，清新的果香瞬间扑鼻而

来，令人心旷神怡。绿油油的枝叶间，一

串串红彤彤的樱桃宛如晶莹剔透的红玛

瑙，密密麻麻缀满枝头。它们个个圆润

饱满、色泽诱人，让人垂涎欲滴。园内一

片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游客们穿梭在果

树之间，时而品尝着鲜甜的樱桃，时而拿

出手机拍照打卡，尽情享受着田园采摘

的乐趣。

“我今天带孩子和好友一起来采摘

樱桃，到了这里，心情特别舒畅，这里主

要是纯天然的露天采摘，让人很放心。”

游客张虹说道。

灵石县秉朋种植专业合作社坐落于

静升镇东梧桐村，交通便利，生态环境

优美。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

以家庭入股的形式凝聚各方力量，采用

农场集中种植、统一经营的模式，历经

10余年的不懈努力与发展，现已建成占

地 20 余亩的林果经济产业项目。近年

来，随着农文旅融合趋势的兴起，合作社

紧跟时代步伐，线上线下齐发力。一方

面，利用抖音等热门平台广泛宣传，积极

推广樱桃园的特色与优势，打响品牌知

名度；另一方面，全力打造太行一号旅游

公路南红沿线重点产业项目，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体验。

据灵石县秉朋种植专业合作社樱桃

园负责人温凤文介绍，秉朋合作社樱桃

种植面积约15亩，共有1000株樱桃树，

平均亩产达500斤。“目前我们采摘园的

总体效益还不错，未来我们会向更好的

方向发展。乘着农文旅融合的东风，通

过抖音等平台加大宣传力度，让游客来

到这里不仅能品尝原生态的果实、呼吸

农村的新鲜空气，还能真正体验到农家

生活的乐趣。”温凤文满怀信心地说道。

本报讯 （记者 李娟 王爱媛）

近日，在和顺县平松乡小南会村的民宿

里，村民白先忠正麻利地修剪着花枝。

“以前在城里打工，哪想过能回家挣这份

踏实钱！”他指着身后的农家乐餐厅笑

道，“现在水电都归我管，月收入3000多

块，比漂泊强多了！”

这番蝶变始于一场“景村融合”的生

动实践。

自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

小南会村依靠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累

计投入 350 余万元，新建伯夷叔齐文化

园、两座桥、两条便道，打造了“一园两桥

两步道”特色景观带。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

山水禀赋为依托，不断健全旅游公共服务

体系，配套完善硬件设施，为农文旅康养

产业走上发展快车道提供强力支撑和保

障。”平松乡小南会村到村工作大学生赵

燚指着新修的便民停车场介绍。近年来，

该村实施河道治理、巷道硬化、停车场建

设等20余项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昔

日的“空心村”如今民宿错落有致，文化广

场上游人伴着民俗歌舞翩翩起舞。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小南

会村党支部积极引进乡贤返乡创业，投

资 2000 余万元成立晋中乡之情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打造了“吃、住、行、游、购、

娱”一体的农家乐旅游休闲项目。如今，

30多间特色民宿、7个农家小院、高标准

温室采摘大棚、真人CS体验中心、石磨

体验房等特色项目吸引着八方来客。

“仅去年一年，我们村依靠特色乡村

旅游项目直接或间接带动全村 83 户村

民户均年增收8500元，村集体年增收16

余万元。”村党支部书记李军说，“下一

步，我们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充

分挖掘生态资源优势，把全域旅游作为

发展的主方向，贯彻到乡村建设、产业发

展、乡村治理的始终，着力推动文旅农康

融合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夕阳下，村民们三三两两在步道上

散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个小

山村正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绘就着新时代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和顺县平松乡小南会村：

农文旅融合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樱桃树下结硕果 拓宽群众致富路

插秧机播种

水稻 记者 史

俊杰 摄

本报讯 （记 者 王 爱

媛 马永红） 日前，为保障夏

种生产安全有序开展，介休市

农业农村局开展了“年检送检

下乡”活动，将便民服务送到农

户“家门口”，实现农机安全监

督与惠民服务“双提升”。

张兰镇作为距离市城区

最远的乡镇，农户送检来回路

程至少 30 公里。介休市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在张兰镇张

兰古玩城西门广场，将年检服

务、技术指导、安全知识等“一

站 式 ”服 务 送 到 农 户“ 家 门

口”，以实际行动助力农机具

安全上岗。

年检现场，工作人员对照

审验标准，逐项核对拖拉机、联

合收割机的型号、发动机号、车

架号等信息，对制动系统、灯光

装置、安全防护装置等关键部

位进行细致“体检”。在检验过

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安全

培训，向农机手讲解操作规程、

发放《农用机械安全手册》等资

料，并与 80 余名农机手签订

《安全生产承诺书》。通过“检

教结合”模式，督促农机手树牢

安全意识，杜绝违规操作，守护

夏种生产安全底线。

介休市农业农村局安检

站站长荣贵林说：“介休市农

业农村局农机中心工作人员

来到张兰镇开展便民服务，对

附近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进

行年检，减少农机手送检奔

波，为及时进行夏季玉米播

种、促进粮食增产增收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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