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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本版责编 范 娜 美编 冯潇楠 校对 李静坤

连 片 的 蔬 菜 大 棚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 县 城 通 往 邱 村 的 公 路 焕 然 一
新，村中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层
出不穷……

闻喜县桐城镇邱村近年来的变
化让人耳目一新。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离县城较
远的传统农业村，村民去趟县城坐车
得 20 多分钟，村中有小轿车的人屈指
可数。看到这几年村里的发展，村党
支部书记李菊香的心里乐开了花。

这样大的变化，邱村是如何做到
的呢？记者前往邱村进行了采访。

“向重整土地要潜力”
建立万亩蔬菜示范基地

邱 村 地 处 鸣 条 岗 前 沿 ，由 原 上
邱、下邱、西邱、黄花岭四个村合并而
成，全村耕地面积 3800 余亩。

2000 年以后，村民开始种植大棚
蔬菜，不过，当时还是竹竿棚。由于
每家的地块比较分散，平均一家就有
10 块地，因此大棚种植一直发展不起
来，这也成为摆在村民眼前的一道难
题。

2015 年，还是下邱自然村党支部
书记的李菊香想要改变这一现状。

“一定要重整土地，才能把大棚
蔬菜发展起来。”说干就干，李菊香立
即号召村“两委”干部做群众的思想
工作，争取把小块地收回来，重新分
地。

经过近一年的沟通协调，终于，
在干部带头、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的
影响下，下邱村完成了村集体土地的
重新划分。每家由原先的 10 块地合
并到后来的两大块，下邱村村民逐渐
搭起了钢架大棚，省工省力的同时，
也能应对刮风下雨天气，种出来的蔬
菜质量还高。

“目前，下邱村百分之九十的种
植户都搭的是钢架大棚，总数在 400
个左右。主要种植的是绿叶菜，包括
菠菜、香菜、生菜、上海青、茼蒿等，远
销北京、天津、湖北、陕西、河南等地，
还带动了周边许多村子发展起了大
棚蔬菜。”李菊香言语间充满了自豪，

“合并后，蔬菜依旧是我们邱村的主
导产业，而且由于我们采用的都是物
理杀虫，诸如粘虫板、杀虫灯等，所以
在 保 量 的 同 时 ，还 保 障 了 蔬 菜 的 绿
色、安全，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土地集中连片，大棚蔬菜的发展
蒸蒸日上。

在蔬菜产业发展过程中，村党
支部还充分发挥“引擎”作用，通
过村集体经济、上级帮扶资金、管
理服务组合方式，大力实施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探索“村党支部+合作
社+菜农”发展模式，引领创建口福
蔬菜专业合作社等。目前，口福蔬
菜园区已被确定为农业农村部蔬菜
标准园，“涑川茼蒿”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认证。

“其中，霞聚农牧专业合作社通
过租赁集体的温室大棚和资金入股，
菜农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建立产品
溯源体系，统一收购标准，打造‘无公
害 绿 色 ’品 牌 ，并 组 织 开 展‘ 云 端 带
货’‘网红直播’等系列活动，拓宽产
品销路，推动了大棚蔬菜实现优质优
价，蔬菜种植产业提档升级。”桐城镇
组织委员郭鑫介绍道。

绿色产业，让邱村村民的钱袋子
鼓了起来。

“路通了，客商一下子多了”
修出一条“致富路”

与闻喜县城南大街毗邻，一条笔
直的公路直通邱村，方便了邱村村民
的同时，也方便了前来运输蔬菜的客
商们。

4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村
民出行需要绕一个很大的“U”型大

弯。“之前我们都是从南关村绕到县
城去，需要多走七八里路，非常不方
便。而且由于路太窄，客商来了，大
车也进不了村。”邱村村民鲁永善说
道。

按理说，邱村去县城的直线距离
并不远，但由于现在的大路原来是死
胡同，所以村民只能绕行，更重要的
是，道路不畅制约了村里蔬菜产业的
发展，这又成了李菊香及村“两委”干
部的另一个心结。

面对家乡的现状，李菊香心里比
谁都清楚，村里的支柱产业必须发展
起来，才能带着乡亲们走得远、富得
快。

2018 年，闻喜县西湖路南延重
点项目工程启动，李菊香看到了希
望：“这不正是一个机会嘛，这个工
程通车后，西湖路离邱村只剩下 200
多米的距离，我们只要把这 200 多米
的路贯通，邱村就一下子成了城边
村。”

2018 年 8 月 28 日，是李菊香终
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她号召下邱
村 165户村民，开始集资捐款修路。

“刚开始大家还不情愿，我第一
个上台，带头捐了 15000 元，接着，
村干部、党员们纷纷上台捐赠。”李
菊香欣慰地笑了起来，“就连我的爱
人、一开始极力反对我捐款修路的
鲁长识，在那天也争先冲上去捐了
500元。”

那天，村里的喇叭上循环播放
着 《爱的奉献》《我的故乡》，在这
种 氛 围 的 感 染 下 ， 两 小 时 的 时 间 ，
下邱村村民自愿捐款 310051 元。说
到 这 里 ， 李 菊 香 心 中 充 满 了 感 激 ，

“ 我 永 远 记 得 这 个 数 字 ， 这 每 一 分
钱，都寄托着村民的希望。”

道路铺油、绿化，直接连通了
西湖路，邱村村民告别了绕路到县
城 的 历 史 ， 开 车 3 分 钟 就 进 城 了 。

“路通了，送孩子上学方便多了，客
商一下子多了。”鲁永善脸上的笑容
难以掩盖。

鲁永善家种有生菜、菠菜等绿
叶菜，他说：“路修好后，交通一下
子便利了，生意非常好，去年光是
生菜，毛收入就有十几万元。要不
是这条路，村里的蔬菜产业不会这
么红火。”

客商多了，村里每天都会有几十
辆拉菜的货车。每天收菜的农户不
下 300 户，“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11 点
多，村里的车就没断过。”鲁永善说。

目前，邱村已经成为桐城镇万
亩蔬菜示范基地的核心区，周边裴
社镇、河底镇，夏县上晁村、下晁
村都将蔬菜拉到邱村售卖。村中发
展蔬菜批发市场 5 个，全村蔬菜大棚
已经达到 800 余个，村民年均收入超
过 2 万元，解决周边富余劳动力 200
余人。

在邱村村民看来，这 200 多米公
路的贯通，对邱村蔬菜产业发展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路通了之后，村里

的 污 水 和 城 市 的 排 污 管 道 连 接 起
来，再也不用担心排污问题。一半
以 上 的 村 民 家 中 换 上 了 冲 水 马 桶 ，
冬季也实现了集中供暖，村民的幸
福指数大幅上涨。

“打造乡村一日游”
突破发展瓶颈

邱村的蔬菜有口皆碑，胜在它
是绿色无公害产品，规模大，但价
格低却是制约该村蔬菜产业发展的
一大难题。

“目前村‘两委’和口福蔬菜专
业合作社正着力引领农户提高种植
技术，例如对蔬菜进行喷灌，这样
省水，菜的质量也高。”李菊香说，

“接下来，我们一来计划对蔬菜进行
分拣，以便和农超对接；二来打算
做休闲观光采摘项目，采摘蔬菜以
及草莓、圣女果等。”

李菊香的蓝图，可不仅仅是蔬
果采摘，更是对于乡村旅游的整体
规划。

邱 村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 人 杰 地
灵、人才辈出。这里是三国名将毌
丘俭的故乡，坐落着闻喜县境内为
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献出宝贵生命的
英雄烈士陵园，这里还有距今 1700 多
年历史、法显自幼生活讲经弘法、梁
武帝在此出家修道的古寺院——法
显寺。

近年来，村“两委”聚力乡村
振兴，充分挖掘本村毌丘文化、英
烈文化、法显文化、蔬菜文化“四
大文化元素”内涵，在传承中华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培育了良好
的 村 风 民 风 。 在 接 下 来 的 发 展 中 ，
这“四大文化元素”也将成为邱村
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

“不仅如此，村里还有个水库，
开发好后，游客可以在此划船、钓
鱼 ， 累 了 就 去 村 里 的 农 家 乐 歇 歇
脚。”李菊香对未来很是憧憬，“邱村
交通便利，在这里打造乡村一日游，
我认为还是有优势的。”

目前，邱村已有“聚福阁”“风竹
园”等 8 家农家乐。中秋节当天，“聚
福阁”里坐满了人，“来这里必须提前
预订，不然根本没位置。”“聚福阁”的
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说，“聚福阁”
规模大，适合企业团建、家庭聚餐等，
位于村口的“邱村饭店”则是走平民
化路线，“路修好后，这两年村里的人
流量很大，来我们这里吃饭的基本上
是大车司机、种菜的农户等，生意特
别好。”“邱村饭店”老板仇女士的脸
上洋溢着笑容。

走在村中，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二
层楼房，开起了小轿车，大部分还在
县 城 买 了 房 子 ；村 里 的 客 商 络 绎 不
绝，农家乐里门庭若市……邱村的变
化，体现在村中的角角落落，也体现
在了村民们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中。

一个传统村庄的嬗变一个传统村庄的嬗变
——闻喜县桐城镇邱村跑出乡村振兴闻喜县桐城镇邱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加速度””

本报记者 王新欣

在中秋国庆 8 天超长假期加持下，
旅游市场迎来“最强”出游季。2023
年“双节”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
续升温，势头强劲，交出一份亮眼的文
旅“成绩单”：累计接待人数 284.34 万
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1583.26 万元、旅
游经营收入 3101.53 万元。其中，9 个
重点景区的接待人数、门票收入、经营
收 入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了 839.16% 、
1184.65%和 777.19%。

动物园里的甜蜜

“双节”假期，在夏县南大里乡德
兰度假村，文艺节目展演、特色农产品
展销、摄影作品展览等丰富的活动内
容，具有本土特色和地域风情，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观看。

德兰度假村是全省唯一的县级野生
动物繁育基地，现已发展成集原生态禽
类养殖、水面养殖、餐饮、住宿、野生

动物园、垂钓园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
度假村。

德兰动物园现有老虎、狗熊、鸵
鸟、骆驼、猴子等几十种动物。同时也
有丰富的游玩项目，令游客流连忘返。

目 前 ， 德 兰 动 物 园 里 的 “ 大 明
星”，非小老虎与小白狮莫属，观看它
们的游客络绎不绝。

“哇，真可爱呀，奶凶奶凶的。”人
们一见到憨态可掬小老虎与小白狮，就
上前拍照，而小动物们也不怕人，还张
开嘴唬人。小老虎与小白狮的呆萌表情
及举动，令现场的游客高兴坏了。

德兰动物园管理员介绍，可爱的小
老虎是德兰动物园的东北虎 （雄） 与孟
加拉白虎 （雌） 的爱情结晶。德兰动物
园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动物的
自行繁育，在保护动物的同时，也让动
物的种群得以延续。

“希望小老虎可以健康长大，虎虎
生威！”现场的一个小朋友说。

德兰度假村里，有一个吹糖人地
方，同样围满了大人和小孩。

“吹一个什么？”
“我要一个小猪。”
“不要害羞，大胆一些……听爷爷

的口令，嘴巴多含一点，吹气，吹气，
慢慢吹气……停！”

“哇！这个小金猪好可爱。”
“好啦，像不像？甜甜的，可以吃

掉。”
“好像呀！爷爷真厉害！”
据了解，这个吹糖人的手艺人，叫

刘天臣，今年 63岁，夏县裴介镇人。
最近一段时间，刘天臣早上 10 点

左右到达度假村，晚上 7 点左右收工回
家。

“志愿红”背后的温暖

烟波飘渺，细雨蒙蒙，鹳雀楼在雨
中尽显别样风采。国庆节期间，虽然下
着雨，但人们游览名楼的热情却丝毫不
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大
家打着伞，登楼远眺，黄河在烟雨中若
隐若现，别有一番意境。

为了增加游客的互动体验感，鹳雀
楼景区开展了拍照打卡和背诗赢礼品等
活动，让人们在互动游戏中进一步了解
名楼，感受名楼文化。

除了观赏雨中鹳雀楼美景，参与趣
味活动，永济市还在景区开展了“庆国
庆 我有拿手戏”优秀群文作品展演活
动，优美的舞蹈和蒲剧演唱等特色节目
轮番上演，为节日里的鹳雀楼增添了生
机，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非常高兴来到鹳雀楼，虽然下着
小雨，但从楼顶往下看的时候，烟雨蒙
蒙，黄河也特别美，文艺汇演也非常精
彩，感觉很好。”一位游客说。

在永济市各个景区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们，他们忙碌的身影成为景区里一
道靓丽风景。志愿者们用贴心细致的服
务展现着城市的温度，用实际行动践行
志愿服务精神，让游客感受到永济的文
明和温暖。

在鹳雀楼景区，志愿者们各司其
职，热情服务。有的志愿者为推婴儿车
和轮椅的游客提供帮助；有的志愿者引
导游客，避免出现“扎堆儿”游览的现

象；还有的志愿者及时劝导不文明行
为，引导游客文明旅游，让“文明”与

“美景”一路相伴。
在讲解方面，永济市文物保护中心

工作人员走进文物景区，践行志愿精
神，传播优秀文化，让文物“活”起
来，助力幸福永济建设。

在扁鹊庙景区入口处，志愿者主动
协助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提醒游客
注意文明旅游、绿色旅游，引导游客有
序进入景区，并结合文物本体和扁鹊生
平事迹，活灵活现地给游客讲解文物保
护知识，受到游客欢迎。

在万固寺景区，志愿者积极引导游
客有序停放车辆，耐心热情地为游客提
供问询引导服务，宣传文物保护知识、
文明旅游公约等，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为营造文明、舒心的景区环境贡献
力量。

“在中秋国庆节期间，我们发挥文
物工作者优势，积极配合文物景区对游
客进行文物保护知识、文明旅游宣传，
倡导健康出行、文明旅游方式，真正让
文物‘活’起来，助力宜产宜业宜居幸
福永济建设。”永济市文物保护中心负
责人说。

多彩菊花的包容与友好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
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
花。”

“金秋菊韵，花海有约”2023 年芮
城菊花节开幕以来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观光，游客们在造型别致的花雕和各种
观赏菊组成的花海中拍照打卡，走上高
台，俯瞰花海全貌，感受一场视觉盛
宴。

美丽的花海中，国家级非遗项目永
乐桃木雕刻技艺传承人李艳军、省级非
遗项目婴幼儿服饰技艺传承人唐海卜、
市级非遗项目芮城捏面人传承人周国茂
三位非遗传承人带着他们的非遗宝贝们
也来了！在菊花节现场，非遗传承人通
过向观众介绍非遗产品、互动体验等方
式，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驻足体验，让
游客深入了解芮城的非遗文化。

除此之外，菊花园区还举行了汉服
游园、茶艺展示、农耕文化体验等游园
活动，研发出了菊花酒、菊花茶、菊花
饼等一系列特色菊花产品，让游客在赏
菊的同时，还可以购买到各种优质的菊
花产品。

“我是第一次逛芮城的菊花园区，
菊花的品种之多、颜色之多，还有造型
之奇特，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惊。”一
位游客说。

菊花节开幕式当天，来自俄罗斯、
巴基斯坦、维也纳、南非、埃及、澳大
利亚等地区的国际友人也走进芮城菊花
园区，赏菊展、品菊香，展开种菊、赏
菊、品菊文化交流。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真的很
让我震惊，花真的很漂亮，今天的演出
也非常有趣。”澳大利亚一位友人说。

在展示台前，国际友人细细品尝当
地生产的菊花茶，以及当地自创的菊花
糕点，品味菊花系列美食，了解山西产
业文化。

“对于我个人来说，相比较咖啡，
我更喜欢茶。我喜欢各种类型的茶，今
天喝的这种菊花茶非常好。明年回家也
会给家里带几包，让父母也尝一尝这边
的茶。”一位埃及友人说。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点心，外形很
可爱，尝起来甜甜的，味道好极了，我
忍不住吃了好多，我超级喜欢它。”一
位俄罗斯友人说。

其他国际友人也纷纷表示，此次活
动邀请他们参与，不仅让他们在山西的
乡村美景中体验了菊花文化，更让他们
感受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步伐。

上图：游客在鹳雀楼景区拍照打
卡。

下图： 2023 年芮城菊花节吸引了
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本报记者 薛 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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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图：闻喜县桐城镇邱村村民在收获大棚蔬菜。
小图：空中俯瞰闻喜县桐城镇邱村蔬菜种植基地。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