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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忠宇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回乡务农，如
今他已经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的种
植大户，种植面积达到1.2万亩，年收入超过
200 万元。这一切，与当地新的发展机遇有
着密切关系。

2013年，孙忠宇开始跟父亲一起，承包
几百亩玉米地。全家老小齐上阵，一年投入
不少，但遇上年景不好可能赔本。孙忠宇
说，由于没有固定销路和订单，他一直不敢
扩大种植规模。

转机出现在2019年。飞鹤乳业公司在当
地寻找合作伙伴，种植牛吃的玉米青贮。有
些农户在犹豫，一是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合

作，二是怕企业钱给的不及时。“我寻思，飞
鹤这么大企业肯定没问题的，有了合作就不
愁销路，相当于旱涝保收。”孙忠宇说，他率
先签下了合同。

虽然都是种玉米，但之前主要是收获
玉 米 粒 ， 现 在 需 要 收 割 绿 色 植 株 ， 玉 米
品 种 、 种 植 要 求 、 收 割 时 间 等 都 有 很 大
不 同 。 合 同 签 订 后 ， 飞 鹤 牧 场 派 出 了 专
人 全 程 进 行 种 植 、 田 间 指 导 ， 包 括 种 植
品 种 、 种 植 技 术 、 种 子 、 用 肥 等 ， 让 作

物 更 健 康 的 生 长 。 这 样 牧 场 可 以 收 获 更
优 质 的 饲 料 ， 孙 忠 宇 也 可 以 获 得 更 高 的
收入。

到了收割季，与之前不同的是，刚开始
收青贮，他就收到了订单金额 30%的费用，
收割完成后15天之内，所有的钱都打到了账
上。孙忠宇第一次，这么快收到了来自土地
的回报。种植玉米青贮的收入，平均一亩比
原来提高了 100 多块钱，孙忠宇第一年的收
入就增加了二三十万元。

订单在手，不愁销路，孙忠宇从银行贷
款，将种植面积从 2000 亩扩大到现在的 1.2
万亩。“之前种地靠人，现在全是机械化
了，光买车这几年就花了上千万。”孙忠宇
说，十几台收割机、翻地机等，只需四五个
人就可以完成一万多亩地的耕种和收割。伴
着轰鸣声，数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在玉米地
里，一株株玉米齐刷刷被卷入机器，经粉碎
后被装入配套作业运输车中，2小时内运到飞
鹤的牧场。

孙忠宇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小变化。他买
了新车，换了大房子，这是他以前不曾想过
的生活。

富起来后，孙忠宇开始带动周围农户增
收。一些农民把土地流转给孙忠宇后，有的
选择到附近的飞鹤牧场务工，有的在孙忠宇
的合作社上班，很多人收入翻了番。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飞鹤乳业在黑龙
江、吉林等地投资建设了11个现代化智能工
厂，12 个自有牧场，累计带动 15 万农民就
业，并有效带动牧草种植、包装配套、物流
运输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东北新的
发展机会所吸引，和孙忠宇一样选择了回到
家乡。人才回流、企业落户，农村有了更多
机会、家门口有了高薪工作。

恢复美丽生态——
深山村端上“金饭碗”

走进晋城高平市寺庄镇的釜山精品康养
片区，泫水湖波光粼粼，岸边绿树成荫。
一旁的草坪上立着许多帐篷，游客在里面
围炉煮茶、欣赏着自然美景，不时传来欢
声笑语。

“釜山精品康养片区包含釜山、回沟等6
个村庄，位于丹河源头，毗邻‘太行一号旅
游公路’，吸引了许多附近地市的游客来这
里郊游、小住。”釜山村党支部书记陈文
才说。

晋城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康养资源：四季
分明，雨量充沛，冬暖夏凉，年均气温 11
摄氏度，夏均气温 22 摄氏度；森林覆盖率
40.3%，负氧离子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 4.5
万个。晋城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恢复保护自然环境、整
治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开发康养项目，持
续促进文旅融合。

“从地理上说，釜山村是个偏远的山
村。村里原有企业搬出后，村里一度凋敝。
后来，村里进行了环境整治，并交由高平农
投集团进行了项目开发。”高平农投集团负
责人张文忠介绍，2021年，釜山村基础设施
改造升级，村里实现了道路硬化、供排污一
体化、垃圾分类、卫生厕所改造全覆盖。村
集体还常态化开展拆违治乱、垃圾治理等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变得整洁优美。

村落依山傍水，文化底蕴深厚。釜山村
对家底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决定走文旅康
养之路。坐拥山、水、林、田等资源，釜山
水库、500余株百年以上老梨树，还有宣圣
庙、棋盘六院、王家大院等文物古建以及原
145造币厂。依托资源优势，釜山村打造了
商业步行古街、钱币博物馆、釜山书院、泫
水湖休闲娱乐区、农业智慧科技园等精品景
点，并精心编排了大型光影水秀等多场沉浸
式演绎，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走进村里的民宿，只见古朴的四合院
落、屋内典雅的家具与现代化的设施形成反
差。“我们这里康养产品多样，能带给游客
全新的旅游体验。”张文忠说，节假日期
间，康养片区日均游客达3万人以上。

在紧邻中心城区的凤城康养示范区，龙
马湖如翡翠点缀在绿荫之间，一道白色的七
孔桥横跨两岸。站在桥上眺望，白马寺山连
绵在眼前，水榭亭廊等景观尽收眼底。让人
想不到的是，这里过去是煤矿的采区范围，
地下是采空区，地上是矸石堆，环境一度非
常脆弱。

多年来，晋城市采用就地植绿和粉碎回
填的方法治理煤矸石污染、恢复植被，利用
白马寺山森林公园的生态优势，规划打造20
平方公里的高端康养度假区，直接带动周边
21个乡村的文旅康养产业发展。

“我们通过建设太行一号文旅康养和乡
村振兴融合发展示范带，全力打造一批全国
一流、全省领先的文旅康养标杆项目。同
时，发挥大景区带动作用，整合优质资源、
坚持错位发展，加强标准化建设、智慧化改
造。”晋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
武健鹏介绍。

挖掘文化内涵——
古建筑日益“活”起来

早上 8点多，在晋城市阳城县皇城村皇
城相府景区的“午亭山村”牌楼前，已经围
聚起里外三层的游客。一场名为“汉字英
雄·越战越勇”的游戏正在火热进行中。

“您的问题是，请读出大屏幕上这个字
的读音。”“我知道！这个字是‘拃’字，常
说的一拃两拃。”“恭喜您，答对了！请在工

作人员处领取奖品。还有没有其他观众要参
与？”欢呼声中，周围许多观众举起手来。

近年来，晋城古建筑日益“活”起来。
晋城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2 处，
排在全国第4位；宋金时期以前木结构建筑
58 处，占全国的 1/3；还有 226 个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古村落；皇城相府、
湘峪古堡等 117座古城堡。晋城市加大投资
力度，坚持保护第一，全力对文物进行修缮
保护，并依托独特的古堡资源，不断创新业
态，打造“文旅+康养”品牌。

皇城相府是大清相国、康熙帝师、《康
熙字典》总修官陈廷敬的故居，是一处罕见
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宅民居建筑群，也是晋
城市沁河流域古堡群的代表。近年来，当地
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化业态，皇城相
府已成为一个吃住行游购娱功能齐全的综合
性旅游区。

“既有参观中华字典博物馆、欣赏明清
院落实景融入演出 《再回相府》、上党八音
会这样的传统文化康养体验，也有休闲度
假、现代农业观光、研学实践、游览泛舟等
乡村文旅康养与运动康养等。”皇城相府集
团董事长陈晓拴介绍，景区年接待游客 2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亿元，周边1000多
名村民在旅游企业实现就业，带动 3000 多
名群众从事旅游相关行业。

景区的火爆催生了“民宿热”“餐饮
热”。距离皇城相府景区不远的郭峪古城景
区，因“特色古城民宿”，成为不少游客住
宿的首选。“民宿正常营业后经常是一房难
求，进入暑期入住率更是日常保持在90%以
上。”郭峪古城民宿负责人原建芳介绍。

在司徒小镇，“千年铁魂”和“又见老
山西”实景演艺，场场爆满、客似云来。下
午，小镇商业街上人来人往。“租一身汉
服，看一场小剧场演艺，品一品南北小
吃”，时间变得慢下来。入夜，华灯初上，
司徒小镇更热闹了。当地村民演绎“打铁
花”喷薄而出，观众一片欢呼。

2020年，晋城市在山西率先提出并先行
启动实施康养产业
基 础 设 施 补 短 板

“百村百院”工程，
引领带动全市文旅
康养产业实现战略
突破。“市委、市政
府 借 鉴 ‘ 千 万 工

程’经验，甄选了 129 个美丽乡村和 108 个
传统院落，精心打造的康养村院，如珍珠般
散落在太行深处。”晋城市市长薛明耀说。

在高平市河西镇苏庄，夜晚，十几座
明清古建院落里灯笼亮起，不时有游客在
古朴的砖墙之下拍照打卡。当地对苏庄进
行了系统性修缮，打造中国传统的“喜”
文化标签。

在一处院内，红绸飞舞，一场热闹的中
式婚礼体验正在进行着。隔壁的院子，演出

《小二黑结婚》，让游客们开心大笑。观看演
出的湖北武汉游客李汉民住在苏庄的四合院
内。他惊喜地说：“这里气候很舒服，还有
这么多保存完好的古院落让人大开眼界。不
仅演出活动很丰富，还有婚俗博物馆、咖啡
馆、美食街，值得带朋友和家人一起来。”

2020年以来，晋城市制定了《太行人家
康养村落建设服务与管理》地方标准和《晋
城市太行人家康养村落发展规划》，坚持政
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化投
资，打造以“太行人家”为总品牌的康养院
落，分为庄园、云锦、水墨和古韵四个系
列，分别瞄准高端市场、中高端市场、大众
市场、专项市场，越来越多的康养特色村成
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提升基础设施——
积极融入中原城市群

晋城位于中条山下，一座东西走向的中
条山连接晋豫两省。近年来晋城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基础设施，积极主动融入中原
城市群，为游客康养提供更多便捷。

近年来，晋城先后开通了至郑州、焦
作、济源、长治、临汾等城际旅游公交，通
过与中原城市实施旅游联盟、票价优惠等措
施，加强了与中原城市的旅游合作。晋城还
走进洛阳、新乡等地进行文旅康养系列推
介，与当地文旅部门、企业合作，实现资源
共享、市场共享、品牌共享、信息共享、客
源互送。

在晋城，一条喷绘着彩虹颜色装饰的太
行一号旅游公路，吸引了无数骑行、自驾爱
好者。旅游公路穿村而过，高山、峡谷、森
林、草地、嶂石岩、丹霞等山形地貌尽收眼
底……散落在崇山峻岭间的阳城县横河镇横
河村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小村庄，文旅康养产
业的持续推进叩开了它发展的大门。

2021年，横河镇围绕晋城市第一批“百
村百院”工程——“动感骑栖小镇”打造特
色品牌，推进文旅康养产业在横河落地生
根，主要包括骑行、旅游、农业、康养、文
化五大板块。今年 5 月，第六届山西阳城

“析城山”全国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动感横
河骑栖小镇开幕。来自山西、河南、陕西、
内蒙古、江苏等 10 个省、自治区的选手齐
聚，逐梦横河之旅。

“红色的石头建筑、绿色的专业骑行泵
道，每一次来到这里都有新的变化、新的感
受。在这么好的环境中比赛，是一种享
受。”热衷于骑行比赛的李良志感慨道。

晋城市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 739个村
（社区） 人居环境全部达到三星级以上标
准，特色产业布局基本完成。2022 年以来，
沿线吸引900多万人次观光旅游、5.5万人返
乡就业创业，直接带动365个村、7.6万劳动
人口增收，间接受益近40万人。

“我们正加快建设太行一号支线、沁河
古堡群环线、‘百村百院’连接线，形成全
市城景通、景景通‘一张网’。”晋城市交通
局局长张海芳介绍。近年来，晋城市还编制
印发了 《晋城市“十四五”融入中原城市
群，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桥头堡”发展规
划》等多个文件，出台了一批优惠政策。

2023 年第四届康养大会上，晋城市政
府、山西省文旅厅、中国旅行社协会共同发
布了 《中国文旅康养高质量发展晋城宣
言》，康养产业博览会吸引了国内19省51市
以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内外 300余家康养企
业参展。

“目前，通过全市域布局、全链条推
动、全要素保障、全龄化康养，晋城市已经
形成了‘示范区+大景区+百村百院+旅游路
网’的康养产品供给体系，探索完善了文化
润养、旅居度假、森林康养等 8 种康养模
式。‘东方古堡、人间晋城，云锦太行、诗
画晋城’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亮丽的名
片。”晋城市委书记王震说，康养产业正成
为这座城市产业转型的绿色引擎。

回东北种地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方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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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绿水青山 传承传统文化 文旅深度融合

山西晋城：煤城蝶变康养之城
本报记者 何 勇 郑洋洋

阳光恬静，秋风轻柔。在山西省晋城市
阳城县蟒河景区，太行山上秋叶色彩斑斓，
流水潺潺清冽。“我来蟒河好多次了，这是
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就像世外桃
源。”来自河南省洛阳市的李志强和朋友们
已在蟒河景区住了多日。

晋城市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和煤层气生
产基地。煤城晋城有着强烈的产业转型紧迫

感。除了培育光机电产业外，晋城将目光瞄
准了自身优势：太行、太岳、中条三山环
抱，沁河、丹河两河纵流；历史文脉绵长，
11 7座古城堡、15万间明清古建筑，72处

“国宝”文物，如繁星一般点缀在大地乡村
角落；森林覆盖率 40%以上，年平均气温
7℃—12℃，旅游舒适期长达7个月……

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如何用

好山水人文资源，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近
年来，晋城市全力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坚持
生态保护优先，促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探
索构建覆盖全季节、全龄化、全康养需求的
产业供给体系，加快建设全国“文旅康养样
板城市”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逐渐
蹚出了一条“以文旅康养促产业转型升级”
的新路子。

我的家乡是太行山深处
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村落——
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红石
塄 乡 车 河 村 。 2013 年 以
来，村里与企业合作成立
农业旅游开发公司，采取

“村庄改造+有机农业+生
态旅游”的模式，带动村
民脱贫致富，于 2015 年整
村脱贫。车河村获得全国
民 主 法 治 示 范 村 （ 社
区）、全国文明村镇、国
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等诸多荣誉。村
民收入从 2013 年的 2300 元
年增加到现在 2.35 万元，
翻了 10 倍。

我早年当煤矿工，后
来回车河村务农，后来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当时村里流行一首
打油诗：“光秃秃的山破烂
的 房 ， 穷 苦 的 人 儿 走 外
乡。”这是当年村里贫穷落
后面貌的写照。我和乡亲
们说：“咱生在这个地方，
长在这个地方，对这里的
山川草木，哪怕就是一块
石头也有感情，更不用说
人了。若按这个情形走下
去，要不了多久，这个村庄就会消失。”车
河村要发展，必须选对路子。此时，灵丘
县确定车河村为全域有机农业的第一个试
点。村里的有机农业开发从 2013 年做规划
开始，已经走过了1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在车河村真正实现了。

发展有机农业后，村里的环境变好
了。现在，村里有了生态养老院、梦幽
谷、民俗博物馆、小动物园、清水渔庄、
窑洞餐吧等。村民们精心劳作，把村里的
荒山、荒地、荒坡、荒滩，逐渐变成有机
种植、养殖的试验田。村里的鸡蛋、小米
等 41种农副产品先后获得有机认证，吸引
游客慕名前来品尝。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也有自己的
思考。今后乡村发展的关键是解决人的问
题，很多年轻人不愿回农村。要避免村庄
空心化，当务之急是要把人才吸引回来。
只有切实凝聚了人心，乡村振兴才有希
望，才会取得实效。为此，我们大力引进
年轻的管理、技术人才，村里还为他们提
供了安置房，建了配套幼儿园。

这些年，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荣誉：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山西省五一劳动奖
章、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山西省脱贫攻坚奋
进奖、山西省最美村干部提名奖等……我要
像老黄牛一样，永不松懈，久久为功，带
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作者王春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山西省
大同市灵丘县红石塄乡车河村党支部书记）

找准产业发展“契合点”
郑洋洋

晋城在优质供给与巨大需求之间找准了康
养产业这个“契合点”，在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
前瞻性的一步。

如今在晋城，绿水青山间随处可见旅游公
路，昔日古堡里人声鼎沸。围绕新产业，晋城
不断补齐短板，让长板优势得以彰显，发展新
动能势头强劲。从“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到更
加重视生态保护、文物保护、文旅融合……一
个个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都在新产业中得
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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