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雷登攀）10 月 18 日，在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见证指导下，由山西
鼎鑫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黄金水岸、河东
故事两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与山西爱适佳缘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举行建立“福利餐厅”签
约仪式，用实际行动再次支持福利事业。

山西鼎鑫集团有限公司长期以来致力
于社会福利事业，连续多年举办“百万福
报”“文化谢师”“书春送福”等惠民活
动。为全心全意全力服务小区居民，特别
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安全、实惠的
餐饮服务，满足大家多样化饮食需求，提
升小区居民生活品质，黄金水岸小区和河
东 故 事 小 区 分 别 无 偿 提 供 260 平 方 米 、

369 平方米房屋给山西爱适佳缘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以建立“福利餐厅”。

据了解，山西爱适佳缘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提供综合性社区养老服
务的养老服务商，拥有养老助餐品牌“颐
童叟老年助餐平台”。

该餐厅秉承“绿色环保、低价实惠”
的服务理念，一是做到品质保证，确保食
材新鲜、卫生达标，让居民吃得放心。二
是做到菜品多样，为小区居民提供丰富多
样的菜品选择，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需
求，让居民吃得开心。同时，餐厅专门开
设老年人和孕妇专座，为他们提供周到的
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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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在平陆县张店镇，风口村的村民经
过一个夏天的忙碌，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脸上洋溢
着的笑容质朴动人；古城村的民俗小院里，一波波
的游客慕名前来品尝美食，让地坑院里欢声笑语
不断……

岭上白云，峰谷彩霞，田畴沃野，绿染山间，张
店镇地处平陆县北部，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生态
优美，拥有虞坂古盐道、虞国古城墙等景点。近年
来，为进一步写好乡村振兴“大文章”，张店镇立足
实际，因地制宜，在农文旅方面下真功、出实招，让
乡村振兴更出彩、更出色。

◆风口村
“风”吹半夏 林下生“金”

“呼呼呼……”走在位于风口村的风口山国家
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伴随着迎面吹来的风
声，康养步道、康养小木屋、森林露营地、林间茶
室、森林拓展基地等依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这里海拔 960 米，万亩油松林郁郁葱葱，每立方厘
米负氧离子含量高达 6000+，今年夏天，风口村凭
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不少前来观光的游客。

“游客们主要是去风口山国家级森林康养试
点建设基地和‘风口驿’休闲度假村游玩，每天的
游客量大概在 5000 人左右，可以说是人流如
织。”风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波
龙说。

在王波龙看来，这样的场景，在几年

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几年前，在平陆县，说起风口村，人们的印象

还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那时候，风口村
的支柱产业为露地西红柿种植，“风”似乎是制约
风口村发展的“劣势”。

几年后，风口村立足实际，借“风”做文章、兴
产业，着力打造风口休闲旅游品牌，让风口村一跃
成为生态环境优美、产业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
善、农民幸福指数大幅提升的模范村，成为张店镇
及平陆县对外宣传推介的闪亮“名片”。

这样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游客量和村容村貌
上，更体现在风口村村民的精神风貌上。

“你看，这就是我们风口村的规划示意图，有
的项目已经建成，有的还在规划建设中，漂亮得
很。”在风口村党群服务中心，村民热情地向记者
介绍着墙上的内容，语气中透露着几许自豪。

“前些年，我每天得出去找活干，打点零工，基
地（风口山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成立
后，我就在这里打扫卫生，待遇很不错，还管午饭，
关键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风口村村民王平州
笑着说。

这些变化，都来源于风口村发展思路的转变。
“近年来，风口村‘两委’班子立足实际，积极

响应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森林资源，着力发
展林下经济，打造风口休闲旅游品牌，正在推进风
口山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风口驿”休
闲度假村、风口康养小区等项目建设，流转 1800 余
亩土地发展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和观光农业，山西
风口现代农业开发公司、平陆千里红果蔬制品有
限公司和山西风口桃花源农业开发公司等落地风
口村，产业发展后劲越来越足，发展红利加速释
放。”王波龙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风口村并没有就此止步，为进
一步丰富旅游业态，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多元的
旅游体验，风口村持续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旅游业，带动兴办起了以“张店羊汤”为代表的
特色农家乐，以民宿窑洞为特色的集中连片窑洞
民宿区。下一步，风口村还将打造雪屋、太空舱等
新兴业态。资源撬动、服务驱动、产业带动、村企
联动，风口村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向着“幸福村”
阔步迈进。

◆古城村
庭院“小经济” 乡村“大振兴”

车子辗转来到古城村，一下车，映入眼帘的就
是一排残存的古城墙，它古朴凝重，满是沧桑，像
一位老者，静静地凝视着脚下的这片土地。

这残存的古城墙便是古虞国城墙夯土层，走
近一看，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夯土层清晰可见，土质
坚硬如铁，在它面前，时光好似会倒流一般，把游
客拉回到了那个古老的朝代，假虞灭虢、唇亡齿
寒，一幕幕历史场景在脑海中闪现，让人不得不感
慨岁月之沧桑。

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古城村积极探索文旅
融合之路，以和美乡村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乡村振

兴提质增效。
“凭借着村里厚重的历史文化，首先，我们就

古虞国断垣不断邀请学者前来探究。其次，围绕
乡村振兴，大胆探索废旧老院有偿收回利用，盘活
旧宅老院资源，打造古城驿站、吉相小院等优质民
俗院。再次，以乡村庭院为基础，以村民家庭为灵
魂，开发具有人情烟火味和乡愁味的乡宿产品，完
善文旅配套服务。”古城村村干部王全心说。

来到位于该村的古城驿站，“虞国第一灶”几
个大字映入眼帘，“在这里，游客可以去菜园里自
己采摘蔬菜，我们种的有辣椒、西红柿、茄子、黄瓜
等等，现摘现做，还有驿站里自养的土鸡供游客选
择，保证食材新鲜无公害。吃完农家饭，还可以去
看演艺、东北二人转等等。”山西火凤凰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伟介绍道。

该古城驿站由山西火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古城村合力打造，包括农家乐、夜游古城、休闲
度假区、花海观赏区、酒庄等等，并在废旧老宅基
的基础上进行大提升、大改造，保留了农村庭院特
色的同时融入城市化屋内装修元素，兼具农村特
色与现代化气息。

“我们经营的民俗小院有 3 个，带动村民经营
的民俗小院有 8 个。此外，还解决本村村民就业十
余人，每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数万元。”杨志伟
说。

在古城村，民俗小院已成为一大亮点，兴起了
一大批如老陈小院、沐岚小院、弥朴小院等的民俗
小院，这些民俗小院如雨后春笋般，散落在古城村
的各个角落。

在陈家小院，因抖音博主“老陈淘麦记”慕名
前来的游客将小院围满，饭菜的香味从铁锅灶台
飘向院子的每个角落，让小小的地坑院里充满着
人间烟火的气息；在弥朴小院，游客们围坐在一
起，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绝美的崖边风景，小
院的主人则一边在自己设计的院子里悠闲品茗，
一边和宠物鸡进行着互动，一派岁月静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打造‘吃在古城，住在
古城，玩在古城’的文旅一条龙服务，提升软硬件
配套，整治村容村貌，在老陈小院等流量的加持
下，吸引更多的‘金凤凰’，让古城村旧貌换新颜，
走上乡村振兴的快车道。”古城村包村干部石玉洁
说。

◆张店镇
农旅融合 乡村“蝶变”

风口凉都、古虞国遗址……张店镇的历史和
自然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文旅产业优势得天独厚。

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过程中，张店镇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
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一方面，在生态康养
产业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另一方面，在文旅产业发
展上也取得了新突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蓄力
赋能。

在康养产业发展上，张店镇以点连线、以线
带面，推动形成“一轴两站三区八园”康养产业
发展格局，“一轴”即打造红色党史文化路，“两
站”即建成风口村康养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站和张
郭村乡里乡亲·康养度假湾康养驿站，“三区”
即建成森林康养区、体验教育区、综合服务区，

“八园”即打造森林生态康养园、中医疗养园、
花卉景观园、小微湿地景观园、观光采摘农业
园、蔬菜体验园、饮食文化园、康养休闲园，
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体验场景，加速打造高品
质、特色化的生态康养产业。

面对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张店镇党委
主动识变、科学应变，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特色农产
品、文旅融合上持续发力，陆续培育了观光农

业、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等新业态，特别是近
几年，风口凉都、虞国古城墙、古城驿站、青竹
林等打卡点不断“出圈”。

“这几年，平陆县委、县政府给张店镇的定
位就是发展农业和文旅，我们主要是围绕一条主
线、做实四个支撑，主线即围绕风口山国家级森
林康养试点建设基地，打造生态康养名镇，四个
支撑即农旅融合、农副加工、农业提效、农村和
美。在文旅融合方面，围绕‘两山两沟’，即李
铁沟和庭里沟，马鞍山和风口山，开展招商引
资，先后实施了风口山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基地、风口驿、向往农场、古城驿站、乡里乡亲
等项目，实现了文旅产业从无到有的新突破，每
年 5 月份到 9 月底，人流量非常大，且已经连续
几年举办了消夏文化节，提高了知名度，目前，
这几个文旅项目已经成为周末周边群众非常喜欢
的打卡点。”张店镇党委书记陈涛说。

如今，漫步在张店镇，抬头是“画”，入目
是“景”，青山绿水交相辉映，乡村面貌焕然一
新，农家小院花香四溢，乡村旅游业态日渐丰
富，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满满。

放眼望去，在张店镇的这片土地上，一项项
文旅产业正在茁壮成长，一座座村庄正在展开美
丽画卷，一张张笑脸正在诉说幸福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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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市地处黄河中游，这里河床宽
阔，河水适宜养鱼。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孕育出了众多养鱼人。李宏江、李康
军父子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个秋天，渔场
鱼儿肥美，迎来了沉甸甸的收获季。

10 月 的 清 晨 ， 黄 河 岸 边 寒 意 初 显 。
天还未亮，李宏江、李康军父子就早早起
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6 点，李宏江拿
着水温测量仪器，测量鱼塘的水温；李康
军骑着电动车开始巡塘。

李宏江说：“今天天气不错，外塘的
溶氧量在 11 毫克，水温现在是 21 度，可
以正常投喂。如果水温低于 20 度，就必
须减料，因为鱼吃完会消化不了。”

确定了水温后，李宏江陆续开启了鱼
塘的自动投料机，不一会，鱼儿们就露出
了水面，争先恐后地抢食。他一边投喂饲
料，一边仔细观察鱼的进食情况：“每天
要观察它的进食情况。在池塘养鱼，昼夜
温差大容易生成死藻，死藻会影响水质，
改变水的味道和气味。鱼的嗅觉较为灵
敏，异味会让鱼对食物产生抵触，不愿意
进食。”

53 岁的李宏江从事渔业养殖已经 30
年了，无论刮风下雨，巡塘都是每天必须
要做的，由于巡塘工作强度较大，他逐步
把巡塘的活交给儿子李康军。

此时，结束巡塘的李康军观察到有鱼
的摄食量并不好，初步判断鱼有患“出血
病”的风险。赶紧找父亲商量，决定用中
成药来预防“出血病”。

经过一番准备，父子俩用开水冲泡中
成 药 ， 然 后 进 行 搅 拌 。 李 宏 江 说 ：“ 用
100 度的开水才能把药效激发出来。用中
成药预防鱼的出血病、肠道疾病，安全可
靠，效果还好。”

给鱼塘里撒完药剂后，李宏江又走进
了正处于试验阶段的蒙古包鱼塘。这是 3
个漏斗形的池塘，上方加建了穹顶式大
棚，看起来像一个个蒙古包。

“现在外塘水温只有 18 度，但是棚里
的温度是 25 度，基本上常年保持在这个
温度。”李宏江一边走，一边自豪地向记
者介绍蒙古包鱼塘已安装到位的供氧智能
化设备，“现在的设备都非常智能化，都
是变频的，和传统的不一样。”

李宏江说，要想养好鱼，必须用科技
赋能产业，朝工厂化、智能化、数字化方
向转变。这次新建的 3 个蒙古包鱼塘就是
一次尝试。“它们的集污效果非常好，成
本低。鱼对温度的要求很苛刻，蒙古包鱼
塘通过地温来保温，它是自然升温，不需
要用电另外去加热，而且它的采光效果也
很好。”他说。

从事渔业养殖 30 年，李宏江的养殖
思路也一直在变。他说不变就会被淘汰，

“学习”被他一直挂在嘴边。
每年冬天相对不忙的时候，李宏江不

论是收到饲料厂的邀请，还是参加政府组

织的活动，或是自己主动出去参观学习，
他都会积极把握机会，不断汲取专业知
识。在他看来，既然从事养鱼这个行业，
就必须一直关注水产前沿动态，以及 《农
财宝典》 等专业知识渠道，持续学习，不
断提升自己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水平。

由于李宏江不断探索创新鱼塘养殖技
术，其鱼塘产出的鱼不但产量高，而且品
质上乘。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产品，
李宏江的鱼塘已成功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
鱼可供销售，打破了传统养殖的季节性限
制。

“过去传统养鱼只能是春投苗，秋收
获。现在基本上是全年都在销售，形成产
业化以后，客商任何时候来，我这儿都有
鱼。”李宏江说。

相较于李宏江的老练，今年刚 31 岁
的李康军一年前才加入渔业养殖的行列中
来。在养殖过程中，李宏江手把手地教。

令李宏江欣慰的是，李康军很勤奋，
进步也很快。

一年来，李康军远离城市，来到村
里，吃住都在渔场，他也渐渐体会到了父
亲养鱼的不易。他说：“水产行业真的特
别累，白天干不完的活，晚上巡不完的
塘。你要不定时地看增氧机有没有开，下
雨了增氧机有没有掉闸……没有一刻清
闲。”

经过一年的磨炼，李康军逐渐适应了
现在的生活，也能熟练地完成每天的巡
塘、养殖、喂鱼等工作。

鱼能否卖得上好价钱并得到市场的认
可，是影响李康军能否坚持养鱼事业的最
大因素。相较于儿子的担心，李宏江却很
乐观，他总是鼓励李康军“渔业养殖，能
坚持下来才是事业”。

“ 渔 业 养 殖 做 一 年 的 ， 那 是 一 时 冲
动，做 3 年只能算入了行，做 10 年才能成
为你的事业。我跟他讲，做水产大有作
为，虽然有风险，也会吃亏，但是不吃
亏，你就长不了记性。”李宏江说。

今年，对于李康军来说意义非凡，这
是他自己养鱼迎来丰收的第一年。谈及未
来的打算，他言辞恳切：“先做好眼前的
事，坚持下去才是关键。人不可能不浮
躁，毕竟刚刚起步，但现在我只想尽快把
鱼卖出去。这既是为了给父亲分担压力，
也是为自己的创业之路迈出坚实的一步。”

相较于初入养鱼行业的李康军，父亲
李宏江有着更为长远的规划。他不仅要带
好自己的接班人，还期望自己试验的“蒙
古包”养鱼模式能够成功，进而扩大养殖
规模。

“现在建成的这 3 个蒙古包鱼塘是用
于试验的，倘若确实能够带来丰收，我打
算全面铺开这种养殖模式。现在周边许多
养殖户都在观望，这种模式成本不高，如
果确实可行，养殖户们也都愿意尝试。”
李宏江说。

黄河岸边的
养鱼“父子档”

本报记者 范 娜

平陆县张店镇风口村风口山国家级森林康
养试点建设基地内，众多游客打卡游玩。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李宏江、李康军父子新建的蒙古包鱼塘。 本报记者 范 娜 摄

右图：张店镇古城村弥朴民宿内，游
客们在休息聊天。

下图：张店镇古城驿站兼具农村特
色与现代化气息。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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