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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泉”复涌的背后

多彩民俗点亮庙会
文旅融合焕发活力

——潞城区辛安泉镇强化水源保护促发展
秦亮

杜云 孙鸣

潞州区张祖村

8月27日是农历七月廿四，潞州区堠北庄街道张祖村迎来

了一年一度的传统古庙会。张祖村在庙会期间举行了首届张果

老非遗文化节，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热闹庙会，赏民

俗表演，品风味美食，体验乡村游，感受张祖村的新变化。

庙会现场，传统的歌舞表演、民间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

各种传统手工艺品、地方特色美食与本地农副产品摆满摊

位，让游客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能品尝到美食，购买到心仪

的手工艺品。结合张祖村的传统文化，神话故事《八仙过海》

的表演吸引游客们纷纷驻足观看。庙会现场还举行了“张果

老喊你喝驴汤”的开锅仪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张祖村千

年的历史。

张祖村村民张一鸣说：“今年村里的庙会在形式和内容上

进行了创新，各类非遗文化展示与传播和威风锣鼓队的巡街演

出等，都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张祖人感受到这个村庄的活力与

光明前景，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以

及乡村振兴政策的贯彻落实，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庙会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文化体验区。吹糖人、剪纸、雕塑

等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在现场演示和讲解，让游客更加深入地

了解非遗技艺的历史和内涵，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

据张祖村工作人员杜煜鑫介绍，今年张祖村的传统庙会

暨首届张果老非遗文化节，通过聆听传统故事、静享优美景

色、体验非遗文化、品尝香美驴汤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

更多的人来到张祖、走进神话之乡，感受“八仙小镇”张祖村的

独特魅力。

乡村振兴，文旅先行。今年以来，张祖村结合自身实际，在

发展乡村旅游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仅在生态观光、特色农业、

休闲度假等方面大做文章，还依托漳泽湖，积极打造张果老为

代表的“八仙过海”文化IP，推进集康养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民

宿、农耕园、露营基地、水景公园、八仙神话街等项目的实施，融

典于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八仙小镇”，让张祖村成为潞州

区知名的网红打卡村，也进一步助力集体经济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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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这两天正孕穗
了，管护比较关键，咱这天
气比较冷，不要浇太多水。”

“现在水稻生长高度达
1米，预计10月底可收获。”

初秋时节，位于襄垣县
虒亭镇“襄缘·花海”幸福田
园农业种植项目基地，100
余亩优质水稻郁郁葱葱，绿
油油的稻田与波光粼粼的
河湖、错落有致的民居交相
辉映，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呈现出一幅幅如诗如画
的美丽乡村画卷，让人流连
忘返。

时下，水稻生长正处于
拔节孕穗期。“襄缘·花海”
幸福田园农业种植项目水
稻种植技术员乔书杰每天
都会到稻田里观察秧苗长
势，记录秧苗出叶信息，手
把手指导务工人员田间管
护技术，通过科学合理地浇
水、除草、施肥、物理防治等
综合措施进行管理，力促水
稻丰产丰收。

“我们这个项目践行绿
色生态理念，主要运用‘幸
福农法’，以天然植物提取
物代替化肥，利用生态平衡
和中药疗法防治病虫害，修
复土壤，生产不含农药化

肥、抗生素、转基因等‘六
无’农产品。”乔书杰说。

据了解，该项目是襄
垣环宝峰湖乡村文旅特色
产业带中心项目之一。项
目通过“企业+合作社+农
户”产业发展新模式，整合
周边产业、土地、人力等优
势资源，与广州“幸福农
法”工作团队合作，引进

“幸福农法”种植技术，发
展有机水稻种植，让更多
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享
受土地入股保底分红，不
断发展壮大周边村集体经
济，带动村民就地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54岁的王育华实

现了赚钱、顾家“两不误”。
他说：“今年开春来花海，不
仅学习了技术，一天还挣
100元，感觉挺满意。”

据了解，“襄缘·花海”
幸福田园农业种植项目按
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科学有序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田成方、路相通、渠
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结合
农事农时，因地制宜规划种
植高粱和油菜，通过轮作、
混作方式，释放耕地最大能
量，实现地上“稻花飘香、油
菜花海铺展，田间百花齐
放、虫鸣鸟叫、生机勃勃”的
多元景观，为乡村振兴增添
新动能。

稻田里好“丰”光
——走进“襄缘·花海”幸福田园农业种植项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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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缘·花海”幸福田园农业种植项目基地。

近年来，潞城区辛安泉镇立足
资源禀赋和环境优势，锚定打造全
市知名绿色有机农业产业示范区、
假日休闲旅游目的地和潞水河畔康
养宜居地，通过党建引领、农文旅融
合发展等举措，走出了一条以生态
优势赋能乡村振兴之路。

党建引领激发活力

辛安泉是我省第二大岩溶泉，
被誉为长治的“生命泉”。辛安泉的
主要出露地点位于潞城区辛安泉镇
浊漳河河谷，南流村的“响泉”就属
于辛安泉域。曾经“响泉”一度停
喷，如今又“响泉”复涌，这归功于当
地的保护治理。

辛安泉镇创新实施“党建+泉长
制”，通过优化生态保护机制、加强
生态修复和推进生态补偿，不断提
升河泉长效管护水平。该镇充分发
挥党组织引领作用，构建“党委+党
支部+党员+群众”的党建护泉体系，

由该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分别担
任镇级“总泉长”“副总泉长”，泉眼
所在村党组织书记担任“泉长”，全
面履行泉域保护管理责任。同时，
谋划建立专业管护队伍，定期组织
党员对河道、泉眼边坡垃圾、淤泥进
行清除打扫，以实际行动带动村民
积极参与到护河行动中来，共同建
设“泉清岸绿”辛安泉。还在周边村
开展“护泉系列行动”，实施辛安泉
水源保护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在
沿河村建设6处生活污水处理站，并
进行“煤改电”清洁取暖改造；积极
推动开展泉域空间绿化，栽植油松
树木1.5万余株，筑造人工候鸟巢15
个，黑鹳、大天鹅等国家一、二级保
护动物频繁“光临”，泉域生物多样
性更加丰富。

该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给予
退出企业、农户等主体合理经济补
偿。镇主要领导积极对接上级部
门，带头深入主体宣讲政策，推进水
源地保护区经营主体、农户生态补

偿，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截至目前，
5家企业、2个村集体、19家苗木种
植户、21个农户均有序退出，累计补
偿3153万元，辛安泉泉域面貌明显
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

如今的辛安泉“响泉”不仅复
涌，还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打
卡体验。“前段时间看视频了解到咱
们的辛安泉镇响泉，专门从晋城过
来看一下，响泉真的挺神奇的，这边
景色也特别美。”游客李丽说。

农文旅融合壮经济

这几天，位于辛安泉镇西流北
村的兴泉生态农场的泡椒和西红
柿等蔬菜喜获丰收。一箱箱新鲜
的蔬菜装上货车运往周边县区，让
广大市民第一时间就能品尝到新
鲜蔬菜。

兴泉生态农场占地100亩，是集
种植、采摘、研学于一体的休闲农业
项目，也是西流北村着力优化农业

结构、提升产业效益、壮大集体经济
的支撑性项目。

西流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刘庆军说：“我们村将把兴泉生
态农场划分为休闲区20亩、种植区
60亩、采摘区20亩，预计总投资600
万元。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助于
村集体年收入稳定在80万元以上。”

西流北村兴泉生态农场项目
是辛安泉镇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辛安泉镇制定《辛安
泉镇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搭建文旅
产业发展框架，推进“西流晚渡景区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南流村水稻观
光农业示范园、西流南村青葱乐园
农耕文化体验园、西流北村兴泉生
态农场等项目。其中南流村水稻观
光农业示范园被认定为长治市首批
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在此开
发“寻找水源”“知‘稻’计划”特色研
学课程，有效实现特色“农、文、学、
食、旅”相融互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