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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坚持以“弘扬太行精神、共建创新武乡”为

主线， 把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模式和发展民

生幸福产业的重要抓手，特别是自

2022

年

12

月入选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试点单位以来，全县坚持创新体制机制，破解发展难题，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

转型发展的武乡路径。

古朴山村

变身“文旅新秀”

春日里，阳光洒在群山环抱中的黄石头村，树枝

头的嫩芽若隐若现，远处的山峦笼罩在薄雾中，山坡

上梯田层层叠叠……

黄石头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竹沟镇，

来到这里，可见石阶层层、古树参天，以及一座座错

落有致的农家小院。民居或是土墙黛瓦，或是青砖灰

瓦， 古朴中透着几分现代气息。 村庄向南有山涧溪

水，向北有冷风口、马槽沟、千年岭等景点，向西有野

鸡洼、彩云谷等景点。 村里的大槐树、老井、石碾、打

谷场等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若说自然之美是黄石头村的底色， 那么乡村全

面振兴的活力则是她跳动的脉搏。近年来，村庄依托

高海拔与生态好的优势，从“山乡穷村”蝶变为“文旅

新秀”。

2019

年，竹沟镇争取传统村落保护资金对黄

石头村进行高标准打造，以“看得见远山、留得住记

忆”为主基调。 一条环山公路直通村内，古朴的山村

风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山鸡、黑猪肉、野蜂蜜等农

副产品深受游客青睐。 当年

12

月，黄石头村入选河

南省传统村落名录。

村内电网升级工程让民宿与农家乐遍地开花，

无人机定期巡检供电线路， 确保游客能安心享受山

居之夜。 村民感慨：“电压稳了，风能发电也能用上，

日子比从前亮堂得多。 ”

“这两年村里变化可大了。 ”村内一位农家超市

经营者说，近年来，黄石头村借助乡村全面振兴的东

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村里的石板路修

葺一新，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污水处理设施也逐步

完善。 村民纷纷办起了农家乐、民宿，不少外出务工

的年轻人也回来了，在家门口找到了致富的新路子。

“我开办了村里第一家农家院。 ”本刚家农家院

经营者吴本刚介绍，他和妻子在

2017

年利用自家院

子开办农家院，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以前村里没有

路，也没有开发，几乎与世隔绝。 路修通了以后，游

客慢慢多了起来，有条件的村民都开了农家院。 ”这

些年，随着旅游开发，农家院的生意日渐红火，吴本

刚夫妻俩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家的菜肴和周边风

景，从线下宣传转到线上，每年收入达

20

万元。

不远处的山间田野里， 有农民正在忙碌， 拖拉

机的轰鸣声与鸟鸣声交织在一起， 奏响了一曲动人

的春天交响乐。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引领下，黄石

头村不仅颜值提升了，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了。

（段阳东 许伟 范亚旭）

村民在家门口

赶“文艺大集”

“街坊邻居们，后天上午

10

点都来‘赶集’哈，广

场老地方！ ”随着“叮”一声消息提醒响起，在山东莱

西市水集街道水集一村村民微信群里，一则“大集”

预告消息在群内一石激起千层浪 ， 群里立马炸

开了锅。

“等你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咱一起。 ”“帮我一

起占着位哈。 ”……群内你一言我一语，群外奔走相

告、口耳相传。 等到当天开集一个小时之前，尽管春

寒料峭，依然挡不住村民“赶集”热情，早有村民搬着

马扎等候在社区广场。“姊妹们都盼着来，不早点来

就只能站在后边看了。 ”村民张廷芹说。

作为春节之后的首场文艺“大集”，台上“村咖”

云集、“民星”璀璨，台下里三层外三层，现场热闹非

凡。 与张廷芹一样，早早前来“赶集”的还有崔丽玲。

与其他老街坊不同， 今天崔丽玲要登台表演一段吕

剧《小姑贤》选段，成为这场“大集”的主角之一。 舞

台上，崔丽玲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颇为“有范”，台下

更是掌声雷鸣、欢呼阵阵。 在一旁的作品展示区，精

美的书法、绘画、剪纸、折纸、面塑等文艺作品吸引着

众多群众纷纷驻足观赏。

在莱西市，如此饕餮文艺大餐的出现并非偶然。

莱西市文联主席逄贵松介绍， 这已经是莱西市镇街

文联建设全覆盖后的第

105

场文艺“大集”，基层文

艺工作蓬勃发展。

据了解，前些年莱西市基层文艺工作缺乏引领，

文艺资源得不到充分发掘利用， 乡村优秀文艺人才

无处施展才华，亟待获得精神滋养的基层群众“够不

着”优质文艺服务。 对此，莱西市在总结试点经验的

基础上，按照“成熟一个、成立一个”的原则，成立

11

个镇街文联，实现镇街文联组织全覆盖，广泛吸纳、

培训域内外文艺人才组建文艺队伍， 以定期组织文

艺“大集”等形式将“文艺大餐”送到群众家门口，打

通文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如今， 在文联组织的专业老师培训指导下和定

期开展的一场场文艺“大集”历练下，崔丽玲的吕剧

演唱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成为街坊邻里甚至十里八

乡的乡村“明星”，其本人也被选为莱西市戏剧家协

会理事。“村里打麻将、扑克的少了，少了是非矛盾，

多了邻里和气。 ”崔丽玲笑着说。 （魏康 郝凌峰）

推动红色文化保护传承

武乡县是全国知名的革命

老区，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抗战历

史博物馆，太行精神在这片土地

上闪耀。

近年来，武乡县立足红色文

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努力打造弘

扬传承太行精神的高地，不断加

大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建立科学

保护传承机制，实现产权处置与

保护管理同向发力。

武乡县依托八路军太行纪

念馆、太行干部学院等红色文化

资源和平台优势，建成合作共建

现场教学研学点

15

个， 让革命

传统教育阵地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实现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更

好融入当代生产生活。

触摸屏幕穿越时空同革命

先辈互动对话、 运用

AI

修复老

照 片 、 听 数 字 人 讲 述 红 色 文

化 ……在八路军文化数字体验

馆，严肃庄重的氛围透着时代感

与科技感，让人眼前一亮。

体验馆分为序厅 、 跃马太

行、众志成城、烽火热土、抗战堡

垒、文化号角、尾厅等

7

个部分，

通过数字化展项布置，为游客营

造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空

间 。 让 八 路 军 历 史 可 看 、 可

听 、可感。

“以科技赋能， 让红色文化

活起来是我们近年来的有益探

索 。 我们还在八路军太行纪念

馆、 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等

20

多处革命纪念馆、革命遗址设置

了数字互动体验区，进一步提升

游客体验，全面深化红色旅游融

合发展，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创

新。 ”武乡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书记、局长弓俊艳说。

八路军文化园相关负责人

张慧介绍，景区每年都会举办“小

小八路军” 红色夏令营等研学活

动， 针对大中小学生设计了

5

条

研学路线和不同的研学课本 ，学

生可根据时间长短、 研学需求自

主选择课程。

武乡县委副书记、 县长王书

文说：“今年我们还将不断丰富文

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擦亮红色旅游品牌。 ”

发挥红色旅游育人功能

为发挥红色旅游育人功能 ，

进一步讲好革命的故事、 根据地

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2024

年

5

月， 在北京举行的“上太行

去武乡” 革命老区武乡走进北京

推介会上， 武乡启动了八路军文

化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

业 、 进“三 新 ” 组 织 等“五 进 ”

活 动。

清华大学丁俊杰同学参加了

武乡县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展的

“红色追寻”主题实践活动后感触

颇深。他说，在这片“山山埋忠骨”

的土地上， 感动于过往武乡人战

火中的英勇无畏， 振奋于今朝武

乡人建设时的拼搏奋斗， 这些感

悟都是自己在课堂或书本中难以

获得的。

自

2022

年以来，武乡大力开

展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

划，实施“红色文化软实力工程”，

依托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太行干

部学院和太行少年军校等红色资

源和平台优势，培训人数达

12

万

余人次； 编撰八路军文化主题研

学课程、举办走进《太行山上》青

少年红色之旅活动； 红色行浸式

实景体验剧《太行山上》免费向全

国大中小学生开放， 成为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

动课堂。

武乡县还编创了情景剧《四

年》、实景剧《左权》、红色舞台剧

《漳水回澜》 等一批反映太行精

神、八路军历史的红色演艺作品，

成为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为了讲好红色故事， 武乡县

举办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专业技能

人才大赛，以赛促学、以赛选优，

先后培养出

3

位全国红色旅游五

好讲解员， 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弓俊艳说， 下一步， 将对标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区等级划分》

要求， 大力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

动， 不断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

与提质升级。

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随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的开

通，武乡县的

50

余个红色景点和

旅游村被串联起来。 为吸引更多

市民游客，武乡县免费开通

58

条

城乡公交线路，开设了

10

条旅游

专线， 规划设计了多条红色旅游

线路， 村民们也积极参与到旅游

发展中，办民宿、开农家乐、售卖

农副产品等，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80

多年前，前方鲁迅艺术学校在

武乡县下北漳村成立。

2021

年，

该校旧址入选山西省首批红色文

化遗址名录。

如今，行走在下北漳村，道路

笔直平坦， 屋舍青砖灰瓦干净整

洁 ，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村里。

“现在村里栽树种花，成了一个大

公园，我们的生活也更好了。 ”村

民李兴田说。

村民们还深挖红色故事 ，自

编自演红色文艺节目、 自学自唱

鲁艺校歌等，丰富游客体验；村里

办起了民宿、饭店，吸引游客留下

来、住下来。

“以前，村民只能依靠传统农

耕谋生。 现在我们村年接待游客

近

10

万人次，有劳动能力的村民

全部就地就业， 成了旅游发展的

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 ”下北

漳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李 志 亮 高 兴

地 说。

武乡还实施了魏家窑、 郭家

垴、“前沟之恋” 等休闲康养文旅

小镇项目，实施重点景区规划、设

施、服务、品牌“四个提升”工程，

全面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和综合承

载能力。

据介绍， 现在全县文旅一线

从业人员

1500

多人， 带动商超、

农贸、餐饮、住宿、演艺等行业就

业

1.3

万余人， 农文旅等多业态

深度融合， 有效促进县域经济转

型升级。

下一步 ，武乡将继续推动红

色旅游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群众 ， 力争到

2035

年全县红色

旅游接待人数突破

300

万人次 ，

旅 游 业 年 直 接 收 入 达 到

30

亿

元 ， 旅游从业人员达到

3

万人 ，

全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

入达到

3

万元 ，让更多的群众就

近就地就业 ，吃上“旅游饭 ”，端

稳“致富碗”。

（王文华）

红色武乡

走出旅游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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