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河北省阜平县城出发，沿着太行山脉向西而行，约 40 公里车

程，便到了龙泉关镇骆驼湾村。2013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

踏着皑皑残雪，来到地处深山的龙泉关镇骆驼湾村，看望慰问困难群

众，鼓励大家“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

近年来，骆驼湾村打造民宿旅游新业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2017 年底，骆驼湾村实现整村脱贫。2019 年，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2019 年，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0 年，被评

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一条溪流从村西穿过，座座民居矗立山坡。走在进村的上坡路上，远望青

山重重，细听溪水潺潺。

骆驼湾村于明朝洪武年间因卫河码头、商道成村。村口处，村标对面山脚

下的岩石上，凿着一个用来拴缰绳的石锁子。岁月悠长，石锁中间的石横杠已

经磨成光滑的圆形。相传，古时骆驼湾是出冀入晋的一个交通要道，村里常年

有驼队路过。驼队在此歇脚、住宿时，一只只骆驼便被缰绳拴在石锁子上。驼

铃阵阵，响彻河湾旁寂静的小村落，骆驼湾之名便由此而来。

太行风

青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石板院……漫步村庄，一座座崭新的

民居依坡而建，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群山脚下。2015 年，骆驼湾村启动住房改

造提升计划。秉承“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理念，村庄

民居延续了太行山居晋冀之交的建筑风格。

村子南边，青瓦黄墙的新民居间，一座古朴的农

家院落若隐若现。这是骆驼湾村保留较好的一

座农家院落——陈家大院，里面收藏了 300 多

件农耕器具和生活用品用具。石头砌成墙、

外墙糊黄泥、里墙刷白土，在骆驼湾村，祖

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种用土坯和石头垒起

来的房子里。

陈家大院始建于 19 世纪 30 年代。当

时，来自山西卓岭寺的陈万全带着家人来到骆

驼湾村谋生活。“陈家大院共有房屋 6 间，分属东

西两个院落。”村民韩来福介绍。东院坡屋顶，西院

硬山布瓦屋顶，同属一个大院，可东西院落侧房建筑

风格却不尽相同。更为独特的是，东院地面上还有用石

子做成的花朵纹样的铺地。

陈家大院不远处，还保留着一座旧民居。那是骆驼湾村一号院，也是村

民唐荣斌的家。如今唐荣斌一家搬进了新居，这里已成为骆驼湾脱贫攻坚的

最好见证。

2013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残雪进村，走访的第一户便是

这里。一号院坐西朝东，大门开在南院墙。正房为硬山瓦坡顶建筑，明间开板

门，次间开格楞窗。一张土炕、一个火盆……正房内，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

布置摆设被原样保留了下来。

“俺没事就会来老屋这溜达溜达，俺还会跟游客们唠唠总书记来俺家的事

儿哩！”唐荣斌妻子顾宝青笑着说，“那会儿大伙儿都住破土房，窗户都是用纸

糊，寒冬腊月真难熬。”说到这儿，老人还拿出两张照片给大伙儿瞧：一张是破旧

低矮的老土屋，另一张是顾宝青和孩子们站在新房前笑得格外灿烂。

“咱家新屋是两层小楼，屋里还装了地暖，通了自来水。冬不冷，夏不

热，甭提多舒坦！”顾宝青说。出了老屋不远便到了顾宝青的新房。破土屋

变成新民居，几年时间，骆驼湾村发生巨变。2016 年国庆节后，骆驼湾村所

有村民或搬迁或改建，都陆陆续续住上了新房。

近年来，依托好山好水，骆驼湾村发展起食用菌和林果种植产业，还

通过村企合作盘活闲置农房，打造民宿旅游新业态。好日子还带来了

高人气。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创业就业。2019 年，

顾宝青的女儿唐俊娟也回到了村里，在旅游公司从事保洁员的工

作。“村里的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们也越干越有劲。”新屋里，唐

俊娟正忙着帮母亲收拾。

塞外韵

午后，一出曲调优美、旋律婉转的《打金枝》让整个

村子热闹了起来。在骆驼湾村，说起山西梆子，那是人

人会唱、人人会演。

冀西小村为何盛行晋中民俗？答案藏在骆驼湾村的历

史之中。在古时，骆驼湾村东接燕赵、西连三晋。独特的地理

区位让这个藏在太行深处的小山村既不乏燕赵之风骨，又兼得塞

外之遗韵。“古时来自山西的商人途经骆驼湾休息时，常常通过唱山

西梆子缓解旅途的劳累。在来往商队的影响下，久而久之，骆驼湾村

便形成了传唱山西梆子的独特民俗。”对当地民俗颇有研究的村民陈彦

介绍，山西梆子曲调高亢激越，又不失清新委婉，深得村民喜爱。在骆驼

湾村，山西梆子的传承靠的是家族成员间的教、学、演。“上到七八十的老

人，下到几岁的孩童都会来上几句。”陈彦说，如今村里还成立了骆驼湾山

西梆子剧团，成员共有 40 多人。每逢重大节日，剧团便会登上舞台，为大家

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戏剧表演。

鼓乐响起，手持花棍，击打舞动，铃铛作响。这是骆驼湾村又一传统民

俗——打霸王鞭。霸王鞭是群体表演节目，聚舞蹈、技艺、演唱等为一体。

表演时，舞者在鼓乐的伴奏下，手持花棍，忽上忽下、时左时右地舞动，敲击

四肢等部位，不断打击出有节奏的响声，并在演出时变换各种队形。变化

多端的队形，铿锵有力的击打，优美自如的表演，给人振奋向上、欢乐舒适

之感。每年丰收时节，全村男女老少都会汇聚一堂，通过打霸王鞭来庆祝

丰收。

山水情

推门见山，开窗即景，藏在山水之中的骆驼湾村更是人们寻幽探胜的好

去处。

山重峰叠、奇险峻峭，享有“五台东门户，京津西花园。华北古基石，绿水

济平川”美誉的天生桥风景区紧邻村子东部。景区内有一处瀑布群，位于天

生桥沟中。一沟九瀑，呈阶梯状连接，落差从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一到冬

季，飞瀑凝固，生成无数个大大小小、姿态各异的冰柱，晶莹剔透，犹如玉雕，

不是仙境，胜似仙境。

出村往南，则可直达辽道背，这里海拔近 1900 米，有成片的原始次生

林。森林的树木层次分明、郁郁葱葱，山谷的小溪清澈见底、水流湍急。传

说，《宝莲灯》的故事就发生在白草坨西山腰上的辽道背村。

村子往西北不远处，还有千峰山风景区。风景区内奇峰林立，怪石嵯峨，

似 天 斧 削 劈 ，又 似 神 匠 雕

琢。“左邻恒岳，秀出千峰；

右瞰滹沱，长流一带。”“千

峰”之名出自《清凉山志》，

意为从五台山东台顶向东遥望古北岳神仙山，可以看见无数秀丽山峰。

环顾骆驼湾，既有鬼斧神工的自然风景，更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在阜

平县的城南庄村，坐落着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纪念馆总占地 17 万平方

米，由休闲广场、主题展览馆、雕像广场、旧址区、后山旅游区五部分组成，

浓缩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的荣誉与辉煌。纪念馆一旁为城

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河北唯一完整保

留的机关旧址。

山明水秀，文化悠长。依托周围丰富的旅游资源，骆驼湾村盘活了村内

闲置的村居民宿，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业。游人如织，来来往往，让这个古老寂

静的山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骆驼湾村呈带状分布，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降低。到达村庄后，可顺势而

游，一览特色民居。村西的河滩上建有骆驼游乐广场，喊泉、骑骆驼都是颇为

有趣的体验。

若时间充裕，不妨在村里太行民宿住下，来一场周边深度游：

如果你是自然爱好者，那便可以前往村子附近的辽道背、天生桥、千峰

山、云花溪谷一探究竟；要是想了解当地红色文化，驱车前往城南庄村即可，

那里有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和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若是还想有些别样

体验，驱车向西，出冀入晋，一小时便可直达五台山。

图①：骆驼湾村在郁郁葱葱的群山包围之中。 赵 威摄（人民视觉）

图②：骆驼湾村的夜色。 赵海江摄（人民视觉）

图③：骆驼湾村新民居。 李玉亮摄（人民视觉）

图④：骆驼湾村的高山林果示范园内，游客在采摘苹果。

资料图片

图⑤：骆驼湾村陈家大院里的石子路。 黄 龙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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