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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山水美景、一路民俗风情、

一路访古探幽……在河北省石家庄

市井陉县，有一条旅游环路，它犹如

飘动的玉带，将该县 27 个传统村落串

珠成线，形成“一带三舍串九景”的独

特景观，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其为“太

行天路”。

井陉县历史悠久，全县现存传统

村落 73 个。2019 年，长达 60.4 公里的

太行天路全线贯通。蜿蜒的天路，唤

醒了“藏在深山无人识”的传统村落，

也将越来越多的机遇带进了深山。

天 路 连 古

村，织就好光景。近年来，

井陉县以“传统村落集中连片整

体发展”为引擎，结合各村落资源禀

赋，分类保护利用，打造“有文化、有故

事”的特色旅游片区，不断促进历史建

筑的活化利用和传统村落的整体发

展。天路旅游经济带作为当地传承历

史文脉、彰显文化底蕴、发展特色产业

的关键之举，在赋予传统村落新的时

代内涵的同时，也为县域经济发展注

入新鲜动力。 ——编 者

■走进传统村落走进传统村落R

清晨 6 时许，伴随着第一缕阳光，霍

家庄村的“红薯哥”霍力军开启了一天的

忙碌生活。

“今天是周末，大集游客多，得趁早

去赶个好行情！”骑上自家的农用三轮

车，霍力军和妻子尹有梅来到了储存红

薯的地窖口。一个在下面搬，一个在上

面接，随着升降机的“吱扭”声，一会儿工

夫 ，车 上 就 装 了 上 千 斤 红 薯 。“ 赶 集 去

喽！”转动车把，霍力军一溜烟向天路“山

货大集”赶去。

8 时许，高家坡村村口的天路“山货

大集”上，来自四里八乡的商贩们已经支

好了摊。饸烙、手擀面、大锅菜等乡土美

食香气扑鼻，红薯、黑枣、花椒叶等土特

产琳琅满目。

随着日头渐高，霍力军的摊位前也

热闹了起来。“上次的蜜薯再来 50 斤！”

“ 称 30 斤 紫 薯 装 车 ！”…… 不 到 两 个 小

时，冒尖的车厢就下去了一半。

“基本都是回头客，赶上人多，一上

午就能卖 2000 来斤！”霍力军说，以前种

红薯，买卖全凭走村串巷吆喝，后来天路

“山货大集”开业，他就在这里支了个摊

位，没想到供不应求，自己还得了个“红

薯哥”的称号。这两年，他和妻子又

租下不少地，种植面积由原

来的十几亩扩大到 30 多亩。为了丰富

品种，他们甚至还专门到河南等地“取

经”，引进了不少新品种。

“有了大集，咱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一旁卖野菜的老汉吴瑞芳接过话头。以

前，老吴就靠在山坡上种些大豆、玉米糊

口，可自打有了天路“山货大集”，他闲时

上山挖野菜，假期来这里摆摊，收入节节

攀升。

“现在，天路‘山货大集’可是俺们

村的金字招牌！”高家坡村党支部书记

高丽军说，过去高家坡村基础差、底子

薄。 2019 年，太行天路通车后，县里在

位于西线起点的高家坡村边上打造了

“山货大集”。宽阔的旅游大道、南来北

往的游客一下子将高家坡村从穷山沟

里“拉”了出来。红薯、萝卜、玉米面等

山 货 土 产 成 了 游 客 争 相 购 买 的 抢

手货。“下一步，我们还打算调整

种植结构，发展观光采摘

和林下经济。”高丽

军说。

清晨 6 时：天刚蒙蒙
亮，霍家庄村的“红薯哥”霍力军
已装好满满一车红薯，向太行天路“山货
大集”赶去

山货成了抢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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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货大集”驾车离开，沿着天路

在大山中蜿蜒穿行，两侧青山绿意盎然，

村落古韵悠悠。来自石家庄市的游客陈

聪一家三口不时被沿途美景吸引，不知

不觉转过一道山坳，便到了位于天路中

段的传统村落——大梁江村。

村落依山而建。沿着青石路拾级

而上，一座座山石打造的古民居映入眼

帘。大梁江村拥有 162 座保存完好的明

清 古 民 居 ，2012 年 被 列 入 第 一 批 中 国

传统村落名录。“这趟真是不虚此行！”

陈聪一边忙着按下相机快门一边感慨。

中午，大梁江村飘满香味，村民梁福

庆的农家院里更是热闹非凡。院子里的

柴火灶上，正炖着大锅菜，一旁的桌子

上，拌野菜、炖土鸡等地道的农家饭香得

让人直咽口水。“俺家从 2019 年开始干

农家乐，眼瞧着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

来 越 好 ，每 年 收 入 两 三 万 块 钱 不 成 问

题。”梁福庆说。

“天路带来了游客，也带来了新的

发展思路。”大梁江村党支部书记梁顺

义说，“村里有油坊、酒坊等古法技艺作

坊，游客们都对这些传统手艺制作的产

品很感兴趣。今年我们打算将这些作

坊重新修缮，在展示传统技艺、丰富游

客体验的同时，也努力打造大梁江村自

己的品牌产品。”

中午 12 时：大梁江村梁福庆家的土灶上，大锅菜正
“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农家院里迎来一桌桌客人

生机重现古民居生机重现古民居

下午 4 时，日头渐斜，在栾家窑村村

口的栾家窑驿站内，85 后民宿经营者赵

磊正在电脑前处理一批新的线上订单。

“五一期间的客房都被订满，现在可以说

是‘一房难求’。”赵磊笑着说。

栾家窑驿站由几间石头砌成的院落

改建而成，保留了古色古香的太行山民

居风格。这里是“天路”之旅的必经之

路：既是西路的终点，又是东路的起点，

路过的游客总喜欢来这里歇歇脚。“在咱

们这儿，可以尝到由新鲜花椒叶、山野菜

等特色食材做成的井陉美食。”赵磊说，

虽然驿站开业还不到一年，但在天路上

已经小有名气，不少游客慕名前来。

“井陉不缺文化底蕴和青

山绿水，天路刚好将这些

资 源 一 举 盘 活 。”赵

磊 是 石 家 庄 市

人，2022 年

4 月，他

和栾家窑村达成合作，在这里投资创办

了 栾 家 窑 驿 站 ，将 家 和 事 业 安 在 了 这

里，成为当地的一名“创客”。

“天路将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

的金山银山。”指着不远处正在建设的

民宿片区和食品加工厂，赵磊说：“新建

的民宿区和食品加工厂完工后，将为本

地提供 100 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同时我

还计划为回乡工作的大学生提供补助，

鼓励他们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展

望 未 来 ，赵 磊 信 心

十足。

下午 4 时：栾家窑驿站内，年轻的民宿经营者赵磊
忙着处理新订单，迎接即将到来的游客

““创客创客””探索新机遇探索新机遇

晚上 7 时，夜幕降临，随着万盏花灯亮

起，位于绵河与甘陶河交汇处的南横口村

流光溢彩，犹如披上了一件华丽的盛装。

穿过紫藤花廊，随处可见身穿汉服的游客；

漫步文化街，两侧的商店内人气十足；探访

井陉窑博物馆，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灯月辉映下，这座历经风雨的千年“瓷村”

如今再度繁华。

“南横口烧陶制瓷的历史长达 1400 余

年，有多处古瓷窑遗址，2016 年被列入第

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但过去受制于闭

塞交通和环境条件，一直无人问津。随着

天路的开通，村子如今又恢复了活力。”南

横口村党支部书记马昌喜说，近年来，南横

口村依托井陉古瓷窑的资源优势，打造陶

瓷文化传统村落和滨水景观带，充分挖掘

陶瓷传统制作工艺。

“双手轻轻托着泥坯，脚慢慢踩加速器

控制转盘转动的速度……”穿过文化街，沿

村路向上，在绿树掩映下的“陉山聚记”陶

瓷工作室，负责人李伟正坐在手动拉坯机

前教小朋友制作陶器。“我们教游客制作简

单的水杯、小碗，并帮他们上釉、烧制，最后

还能给他们寄回家。”李伟说，今年开春以

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带着孩子过来体验手

工制作陶瓷器具，赶上节假日，他们经常要

营业到晚上九十点。

李伟打小就跟随父亲学习井陉窑传统

工艺。2018 年，他辞去城里的工作，在

自家的老院里开了一间陶瓷工作室。“按照

井陉窑传统工艺设计制作的陶瓷艺术品很

受游客欢迎，每次新烧制的作品很快就会

销售一空。”李伟说，如今在家门口既能赚

钱，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还能弘扬陶

瓷文化。

“ 太 行 天 路 在 解 决 出 行 难 问 题 的 同

时，也给沿线村民带来了美好生活，成为

一条‘文化旅游路’‘产业发展路’‘乡村振

兴 路 ’。”井 陉 县 文 旅 局 党 组 成 员 高 海 宏

说，“当下，我们将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丰富的生态资源，做好农旅融合‘大

文章’，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天路连古村，织就好光景。当地在沿

线传统村落地段设立观景台、山居民宿等

特色场所，为传统村落及周边地区集中连

片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井陉县文旅

产业迎来快速发展，游客数量和旅游

收入出现大幅增长。全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7 年的

12126 元 增 长 到 2022 年 的

18266 元。

（朱玥、赵元君参

与采写）

晚上 7 时：南横口村一家陶瓷工作室里，负责人李伟将
刚刚烧制好的瓷器依次摆上货架

繁华唤醒小瓷村繁华唤醒小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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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井陉太行天路。

图②：井陉县吕家村的古朴民居。

图③：骑行爱好者骑行经过井陉县栾

家窑驿站。

图④、图⑥：游客在井陉县大梁江村游玩，感

受古村历史文化底蕴。

图⑤：井陉县南横口村的临水风光。

图⑦：在井陉县霍家庄村，霍力军在查看自

家种植的红薯秧苗生长情况。

图⑧：在井陉县南横口村，手艺人李伟查看陶

瓷手工艺品。

图片均为梁子栋摄（人民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