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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④我家就在岸上住我家就在岸上住

□记者 王露 景斌 本版摄影 记者 朱超逸丁

“桩已经打好了，再过几个月，
咱们的鱼宴观景餐厅就能开门迎客
了。我们都计划好了，到时候，餐厅
里所有菜的食材都是鱼，一定要做出
特色，一炮打响。”

“说到吃鱼，咱养了一辈子鱼，
可要好好琢磨琢磨，把鱼宴的花样和
味道都做成独一份。”

“对对，也来个‘一鱼十八吃’。”
话音未落，在场的人都笑了。
7月24日，永济市蒲州镇杨马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红带着蒲
州镇人大主席马建勋，穿过该村大大
小小的成片鱼塘，来到鱼宴观景餐厅
的规划用地，介绍着自己的想法。

“总面积是 1000 平方米，整体
造型是一艘大船，为的就是体现黄河
的‘渔文化’。大船的侧面是几条小
船，也是专门做的‘包间’；还规划
了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星空泡泡屋；还
有几个小池塘，养一些观赏鱼、螃
蟹、甲鱼；再往后走，是玫瑰园和采
摘园。”

“这个好，早上来钓鱼，中午吃
鲜鱼，下午先抓螃蟹、再去采摘……
啧啧，这日子！”

鱼宴观景餐厅只是杨马村渔业产
业链的一个小延伸，杨马村的渔业才
是该村的支柱产业。

“黄河造福了千千万万渔民，我
们都是受益者。”张红说。

“现在，我们村有 1600 多亩的
淡水鱼养殖基地，其中，净水面积就
超过了1200亩，有160个大大小小的
鱼塘，最近几年每年创收都在 4000
万元左右。鱼塘里不仅有鲤鱼、草
鱼、白鲢、鲫鱼，还有黄颡、青鱼、
罗非、鲈鱼、鮰鱼等。”

规模大了，管理就要跟上，张红
展示了他的高科技技术装备——“塘
管家”。

“在电脑上、手机上就可以实时
监控鱼塘的情况，下饲料、增氧等工
作可以通过手机轻松完成。同时还有
预警功能，如果系统提醒的事项没有
完成，会一直提醒。”

“智能化养鱼降低了劳动强度，
仅人工费用，平均每年能给每户省下
好几万元。另外，还提高了产量，亩
产量比过去增加了1000多公斤。”

“鱼的产量上来了，来捕鱼的鹳
雀也越来越多了。”张红指着站在鱼
塘增氧机上、一动不动观察着水面的

长脖子长腿鸟说，“鹳雀楼的名字就
是来源于它们。鹳雀经常徘徊在黄河
岸边，这几年，来我们鱼塘的越来越
多了。”

“经济发展必须借‘道’而兴。
不论是我们脚下的这条黄河一号旅游
公路‘道’，还是我市实施的政策

‘道’。”看着如今的成片鱼塘，张红
非常感慨，“我们沿线的百姓以黄河
为纽带、以路为依托，实现了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赢’。”

“路修好了，老百姓出行都方便
了，特别是农产品往外运输比以前更
加便利了。”马建勋说，“近年来，永
济市依托沿黄自然资源优势，高标准
建设了水产、芦笋、莲藕、水稻、粮
食、水果、干果、防护林等八大基
地。接下来，咱们再去西闫郭村看
看。”

在西闫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张志民的油桃地里，村民们正在
将摘下的桃子码好装箱。

交通引领经济、道路延续文明，
道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黄河一
号旅游公路的建成，最大的受益者就
是沿途的村民。

张志民说：“今天你们看见的油
桃，我种了 10 亩，预计能卖 25 万
元。我还有 45 亩的柿子，照目前行

情，今年的收成也不会差。”多年
来，西闫郭村调结构促增收，现在主
要种植柿子、桃、葡萄、苹果等，村
民收入连年增长。

“大家钱包鼓起来了，我就想着
咱们村的卫生、配套设施也得跟上。
从 2006 年开始，我就带着村民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清理了全村巷道的垃
圾、建成了砖砌排水沟、硬化了主巷
道，达到了巷巷水泥路相连，排水沟
实现大循环；改造了集村‘两委’办
公室、卫生室、图书阅览室、便民超
市等公共设施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阵
地；规范了村卫生室，更新了医疗设
施，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

“这几年，村里又建设了 6000
平方米的村中心广场和两个占地 400
平方米的小游园，还配备了健身器
材，栽植花卉苗木 3 万余株，绿化面
积达 1 万余平方米；对村主巷道沿街
房屋进行外立面美化，建设图文并茂
的文化长廊 3000 余米，在全村道路
两旁及村四周栽植速生杨、侧柏、雪
松、冬青、女贞等苗木 1 万余株，村
容村貌得到明显提升。”

大河滔滔，造福于民。
“黄河原来就从我们村边边上

过，20 世纪 60 年代还是主河道。别
说靠黄河致富了，就是人身安全都没

有保障。”张志民说，“黄河改道以
后，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片滩地，这些
滩地都成了‘聚宝盆’了。”

“我们村的小伙子，很少有出去
打工的。一问，他们都说，出去干
啥，多少人都想着挣了钱找块地盖个
别墅；咱们在村里，钱又不少挣，环
境也好，可不就是有钱人想要的生活
嘛！”

“附近就是普救寺、鹳雀楼，闲
了没事去转转，开车不一会儿就到
了，还能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梦
境·西厢记》 演出时，我们不仅能
看，还能去当个群众演员过把瘾。”
张志民说，现在村民物质富有，精神
更富有。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建成以后，
不但交通方便、经济发展，而且沿线
的美景也让人心情舒畅。”上车后，
马建勋一边感慨，一边说，“别说咱
们本地人不愿意离开黄河边，就连外
乡人，都觉得咱这好。走，我带你们
去认识一个人。”

觅·西厢民宿位于永济市普救寺
景区中都唐街，是永济市非标民宿示
范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民宿负责人
刘斌就是马建勋说的那个外乡人。

“我是湖北人，20多年前来到咱
这儿做装修生意。慢慢地，我觉得永
济不仅人居环境好，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底蕴也很浓厚。”刘斌说，“历史
赋予了永济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独
特风光。往大了说，黄河文化、农耕
文化、尧舜文化、红色文化、爱情文
化、诗歌文化等源远流长；五老峰、
水峪口古村、尧王洞天、普救寺、黄
河大铁牛、鹳雀楼等特色景点星罗棋
布。”

“往小了说，比如我们觅·西厢
民宿小院，临近普救寺、鹳雀楼、蒲
津渡遗址博物馆、尧王台等景区，白
天可登鹳雀楼赏黄河落日，夜晚可观

《梦境·西厢记》，感受唯美爱情故
事。”刘斌笑着说。

“这几天的山西永济第24届西厢
爱情文化节，我们也跟着沾光了。随
着永济加快五老峰创建 5A 级景区、
鹳雀楼改造等重大旅游项目的实施，
持续优化沿黄产业布局，稳步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全力打造独具风情特色
的绿色生态旅游长廊，相信我们的民
宿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永济的明天也
会更好。”对于未来，刘斌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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