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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仲夏时

节，走进灵石县静升镇苏溪村，一幢幢民

居错落有致、一栋栋住宅楼整齐排列，干

净整洁的道路连着家家户户。

去年以来，灵石县静升镇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开展“十乡百村”

示范创建行动，各村结合实际，全面整治

村容村貌，扎实开展“垃圾不落地”行动，

确定垃圾定点收集点位，完善垃圾分类

亭、垃圾桶等硬件设施，确保农村垃圾得

到及时、高效处理。如今，“清洁直运+

高效转运”的垃圾治理体系，已成为基层

管理的亮点之一，静升镇的每一座村庄

都发生了变化。

灵石县静升镇苏溪村村委会负责

人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坚持逢会必讲、

逢事必提，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向群众

宣传“垃圾不落地”的现实意义，让人居

环境整治氛围更浓，环保意识真正深入

人心。

产业振兴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苏溪

村地理位置优越，既紧邻王家大院，又离

县城较近，因此，苏溪村紧抓关键问题，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将自身

的资源特色和地域禀赋充分利用，让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

在灵石县委、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

指导帮扶下，苏溪村充分发挥资寿寺

文化资源优势和毗邻王家大院的区位

优势，发展“文旅+餐饮、民宿、康养”新

业态，让苏溪村村民端稳“旅游”这碗

饭。与此同时，该村还积极打造“百姓

餐园”夜市项目，进一步丰富了苏溪村

的产业。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苏

溪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集体闲置

的土地内划分一亩两分地实施了“家有

一分田、分块化领养”项目，通过共享出

租的经营模式，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增加村民收入。村民告诉记者：“我

们年纪都稍微大了一些，不能外出打工，

村里搞的‘家有一分田、分块化领养’项

目很好，我帮几户‘租户’管理他们的菜

园，在家门口干起了老本行。干点农活，

不仅锻炼身体，还增加了收入。”

苏溪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耿

振芳表示：“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下

一步，我们将发展多种产业，不断夯实振

兴根基，拓宽致富路子，让更多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实现挣钱、顾家‘两

不误’。”

同样，作为灵石县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主阵地的静升镇静升村，也在悄

然发生改变。记者走进位于静升村的静

升古镇西街，入口处古色古香的大戏台，

吸引了众多游客拍照打卡。沿着石砖路

向东，小广场上，合唱团倾情表演，游客

们纷纷驻足观赏。“这次来灵石旅游，体

验感非常好，从王家大院出来后，我们在

西街品尝了许多美食，一路走来心情舒

畅，环境整洁优美，真是不虚此行。”游客

姜女士说道。

今年，灵石县静升镇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聚焦资源整合、宣传赋

能、品牌创建，培育壮大特色旅游品牌，

扎实推进全域旅游建设，以文旅融合赋

能乡村振兴。该镇充分构建旅游产品、

民宿康养、文化体验等产业体系，积极

谋划文旅产业提标提效。同时，持续推

进静升古镇王家大院AAAAA级景区创

建工作，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充分盘

活静升村古建筑文旅资源，创办以古镇

东街民宿为代表的精品民宿56家，发展

旌善老街美食“一屋一品”业态，将其融

入王家大院精品游线路，让古建筑持续

释放新活力。

乡村新景入画来 幸福生活乐开怀

牛肥梨香民宿火 榆社河峪乡走出振兴新路子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闫淑

娟） “以前守着几亩薄田，收入微

薄，现在在家门口养牛、种酥梨，还能

在民宿打工，日子越过越红火。”6 月

26 日，在榆社县河峪乡偏良村民宿，

村民张大姐一边整理客房，一边笑着

分享生活的变化。近年来，河峪乡紧

紧抓住乡村振兴机遇，通过产业驱

动、文旅融合、环境整治等举措，在山

乡大地绘就“产业强、乡村美、百姓

富”的和美新画卷。

走进河峪乡鱼头村，田间地头一片

繁忙景象，成片的糯玉米长势喜人，不

远处的肉牛养殖基地里，膘肥体壮的牛

儿悠然吃草。“我们依托太铁集团帮扶，

探索出特色养殖和种植模式，带动不少

村民增收。”鱼头村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在河峪乡，这样的特色产业遍地开

花。后庄、西沟村的肉牛养殖不断升

级，全乡肉牛存栏量突破万头；3000 亩

谷子如绿色波浪随风起伏，酥梨园里酥

梨长势喜人。

在文旅融合发展上，河峪乡同样亮

点频出。云竹湖畔，岩良村的青石板巷

古色古香，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偏

良村的帐篷营地在星空下格外浪漫，游

客们在此露营、观景，享受惬意时光。

“自从村里发展民宿和露营产业，游客

多了，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偏良村

村民王大哥感慨道。如今，河峪乡将飞

行营地、红色纪念馆、生态采摘园等景

点串联，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漫步在河峪村，道路干净整洁，庭

院花木繁茂，曾经的旧村落已变身“网

红打卡地”。“现在村里环境美了，还建

了生态停车场，生活越来越方便。”村民

赵大爷说。河峪乡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为引领，推进各村综合治理，岩

良村的街巷改造、偏良村的管线入地和

道路硬化，都让村庄颜值与气质双提

升。同时，该乡大力推行垃圾不落地机

制，乡村从“一时美”迈向“持久美”。

在民生保障方面，河峪乡也交出了

亮眼答卷。在河峪乡村级养老驿站里，

老人们聚在一起下棋、聊天，享受幸福

的晚年生活。“这里环境好，还能和老伙

计们一起娱乐，日子过得很舒心。”住在

养老驿站的刘奶奶说。记者了解到，河

峪乡构建起“家门口”养老服务体系，24

座村级驿站为老年人提供贴心服务；80

余万元民生补贴精准发放，71名突发困

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温暖了民心。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乐。如今的

河峪乡，正以蓬勃的发展态势，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书写着新时代

“山乡巨变”的精彩篇章。

苏溪村 通讯员 郑涛 摄

云竹湖畔 记者 张浩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