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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出雁门关，像是推开另外一个空间
的大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画面感迎面而来；连绵的广武长城
无声讲述着曾经的狼烟烽火……在山西省
朔州市这片古老土地上，历史与现实交相
呼应，成就了“塞上绿洲”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朔州市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探索“旅游+”模式，以高品质文旅融
合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毛之地变绿洲，生态旅游正当时

地图上看，朔州占据着山西的西北
角，这里大山、大川并不算多，却因其独
特的高原地貌，成为众多历史地理爱好者
魂牵梦绕之地。

右玉县，朔州一张绿色的名片。人们
传颂右玉，不仅是因为它是塞上绿洲，更
在于它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硬是
将70年前不到1%的林木绿化率，提升为现
在的57%。

这中间的数字变化，凝聚着无数心血。
右玉县李达窑乡马头山村村民李云生，几乎
每天吃住山上。记者见到他时，他正给去年
刚间种进去的沙棘林拉管浇水——在蒸发
量较大的右玉，这样的工作不仅耗费人力，
且抽提水的费用，每亩就好几百元。

年轻时，李云生参加了右玉的几次绿
化“大会战”。提起那段往事，李云生至今
仍两眼闪着光亮。当年，常年的风沙几乎
要吞没当时的“右卫古城”，李云生上学
时，白天都要点着煤油灯，“风沙太大，经
常白天就和晚上一样。”晚上把门闭得紧紧
的，第二天一推门，黄土到了膝盖高。

右卫绿化保卫战打响后，当地人以乡
镇、村落为单位，每村包联一片区域，誓
师要将绿色烙进右玉的历史基因中。有人
搬水、有人扛苗，当时，“栽进去一棵，成
活率不到 10%，第二年就接着返工”。在长
期和风沙斗争的过程中，右玉人总结出了

“穿靴戴帽”等一系列土办法，油松、杨树
慢慢地“稳住了”。

现在，行走在右玉，处处能看到当年
的绿化成果——一棵棵高大的松树、“小老
杨”，在右玉县的任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
右卫保卫战后，右玉县又陆续开展了“三战
黄沙洼”等绿化战役，随后又乘胜追击，将荒
坡荒山、边角地承包个人，继续推进绿化。
李云生正是在那时承包了马头山。

春日里，马头山上惠风和畅。樟子
松、落叶松长满山沟和垣面，暖阳下，桃
花的一簇簇粉色惊艳着来客。

苍头河解冻了。3月的右玉，人们走向
户外，哗啦啦的河水往北奔赴黄河，南山
公园的绿色又悄悄爬上山坡，牛心山这座
孤峰，解去冬的沉默，与温和的春风撞个
满怀。右卫古城外的茶马古道上，仿佛又
传来了马蹄滴答声与驼铃声。

绿水青山带来了金山银山。在右玉，
生态产业拔节生长：华北最大的油松种植
基地在此落地生根，首笔碳交易林正在酝
酿中；经济林沙棘产业产值规模达数亿
元，“右玉羊肉”地理标志更成为省内外认
可的农特产品；每年研学、观光、红色教
育旅游线路，成为热门打卡地，当年“三
战黄沙洼”等绿树成荫之地，已成为课外
实践基地。

桑干河常流水，成亲水旅游新亮点

桑干河，朔州的母亲河。“在朔州境内
流经130多公里，下游流入官厅水库，是永

定河的源头，是京津冀用水的重要水源
地，也是当之无愧的‘华北水塔’。”朔州
市水利局副局长陈江斌介绍。

在桑干河支流七里河上游的“引黄工
程 1 号洞”，两台水泵机组日夜不停地抽
水，黄河水浩浩荡荡地奔赴桑干河。10 多
公里后，七里河进入朔州城区。站在城边
的沣汇公园山上，俯瞰5座造型各异的桥从
北到南分布，河道蜿蜒美如画，湿地水草
中聚集着上千只水鸟。很难想象，这里曾
经遍地生活污水。

“以前，这两边可都是城中村和作坊企
业，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排河道，夏天
就不敢在这久留，臭气刺鼻，到处是蚊
子，河面上一层厚腻的水藻……”朔州市
桑干河管委会副主任元子旗介绍，2020 年
开始，朔州市开展了沿桑干河的“清河行
动 ”， 以 浚 河 、 控 污 、 固 堤 、 绿 岸 、 增
水、兴业为目标，每天进行调度，用两年
时间，把桑干河沿线整治成为现在的美丽
风光。

沿线近260公里的清岸整治行动，并非
一蹴而就。朔州市山阴县境内鸿浩村，此
前是一个有着8个养猪场、多个垃圾清运场
的沿线村。清河行动开始后，养殖户们阻
挠机械进场，时任朔州市组织部副部长的
彭雁说：“我们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一
户一户啃，最后整村得以搬迁。”而在七里
河源头某储煤场，光动员企业搬迁，人
工、设备损耗就高达 3.5 亿元，即便这样，

“也要勒紧裤腰带完成搬迁”。
清河，并非“一清了之”。在七里河旁

踱步，依稀可以看到以前的样子：每隔一
段路，便会出现几棵古杨树、古槐。这些
树木，在搬迁过程中被保留下来，成为市
民休闲散步时最自然、最传统的风光。

在朔州市东北部，神头泉的天然泉水
区域，近百口天然泉眼咕嘟咕嘟争相涌

出，对桑干河上游进行天然补给。从管涔
山发源出的恢河，与七里河相会在太平窑
水库外。从此，他们挥别了各自的名称，
统一称为桑干河。据说，每年桑叶落尽的
时候，便是桑干河断流之时，故有了桑干
河的说法。

但桑干河，如今不会再断流。除了引
黄工程外，桑干河沿岸近年来通过大规模
农业节水建设，使这条季节性河流如今成
为“水量丰起来”的代表。沿着桑干河一
路前行，两岸水草丰美，桑干河时而分叉
前往灌区，完成对沿线耕地的灌溉，时而
聚合成库，尽现塞外高原湖泊水天相接的
瑰丽壮美。

好风光，自然成为热门旅游地。在沿
线神头村，户外露营、美食街等文旅项目
的建设，受到了周边年轻人喜爱；下游的
山阴县桑干河湿地公园，把王家屏纪念
馆、河神宫、文魁塔等文物古建与自然旅
游融合在一起。如今，以东榆林水库、桑
干河湿地公园、恢河公园为代表的亲水旅
游景区成为朔州休闲度假旅游新亮点。

“众手搭”保护文物，文旅结合出新篇

朔州的文物古建，在文物大省山西亦
颇具特色。这里有世界名塔之一的应县木
塔，现存辽金时代三大佛殿之一的崇福
寺，全国最大的汉墓群，雄伟壮观、保存
完好的辽代古城旧广武城，杨家将征战的
金沙滩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西是文物大省，有地上不可移动文
物 5.2万多处。如此数量众多的文物，在保
护方面一直存在着人力、资金不足的情
况。过去几年，山西提出“文明守望”工
程，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守护。在朔
州，今年已有25处文物被“认养”，社会化
保护初步形成规模。

在山阴县合盛堡乡黄巍村，文物“认
养”人李广善经常在佛殿庙外巡查，5 年
前，这里刚被修葺一新，院内明朝的壁画
得到了有效保护。

李广善今年 65 岁，从小在文物跟前长
大，对村内的文物有着特殊的情感。文物

“认养”推行后，李广善第一时间报名参与
文物保护，并在签署合同后，先后投入 50
多万元进行文物维护修缮。“修文物的方案
要严格经过文物部门批准，并由具备专业
资质的施工队进行施工。”李广善说。

走在佛殿庙的院子里，整齐的青砖红
柱，与院内的苍松呼应。殿内的建筑、壁
画，则是“修旧如旧”，被岁月雕刻的斗
拱，被玻璃罩保护的壁画，都让来者感到
震撼。“朔州市对2293处文物保护单位划定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开展低级别文
物资源调查，发现不可移动碑刻石刻文物
190处、单体数量410处。”朔州市文旅局局
长刘晓琰介绍，“除此之外，我们广泛动员
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中来，形成全社
会‘千手搭’‘众手帮’文物活化利用的新
局面。”

在朔州独特的“边塞旅游”中，古
长城是亮点之一。近年来，朔州市出台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朔州段） 建设保护
规划》 等专项规划，投资 35 亿元，打造
长城国家公园，开展山阴县长城旧广武
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建设项目工程等 16
个项目的地下文物勘探工作。以此为基
础，朔州市推动长城沿线乡村旅游，建
立省级 3A 乡村旅游示范村 11 个、“长城
人家”29 家。

文旅结合正在落地。山西广武国际滑
雪场位于山阴县广武镇天圪老村南山，地
处广武长城周边，雪场负责人高志礼介
绍：“滑雪场首期投资 3 亿元，占地 1000
亩，拥有初级教学道、初级道、中级道和
高级道 16 条雪道。”旧广武村村民张凤英
说：“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后院的空房正
在装修搞民宿，游客们来了就可以吃我们
这地道的‘小杂粮’。”

朔州市副市长李润军说：“我们将持续
落实 《朔州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朔州市
桑干河景观规划》 等专项规划，推动广武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桑干河文化旅游
带打造、右玉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提档升
级等重点文旅工程，紧扣体验式、沉浸式
文旅市场新需求，积极探索‘旅游+’模
式，推出乡村生态游、康养休闲游等线路
新产品，以文物和文化遗产为载体，拓展
文旅融合新内涵。”

下好规划“先手棋”
乔 栋

朔州文化旅游的风生水起，得益于规
划先行。在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朔州
段） 建设保护规划》 中，朔州境内“外长
城”从哪儿开始、到哪儿截止、哪段应该
怎么修复，都有详细规划。除了文物本体
外，再根据每一段长城的历史特点，规划
相应的“文化+”旅游产品。在规划指导
下，基础设施建设紧锣密鼓展开。朔州启
动建设长城一号旅游公路，覆盖全市6个县

（市、区），连接 200 多个村庄，联通 4 个 A
级景区、63个非A级旅游资源 （点）。

应县木塔保护、桑干河保护、右玉全
域旅游，朔州境内的其它旅游资源保护开
发，均是规划先行、稳步实施。我们有理
由相信，朔州古老的文物将在高质量保护
与活化利用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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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美丽的传统
古村落——山西省高平市寺
庄镇伯方村。我在村里待了
一 辈 子 ， 见 证 了 村 子 的 变
化：通了水泥公路，有了自
来水，实行了煤改气……基
础设施越来越完备。

去年，当选党的二十大
代表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
地里收玉米。30 多年来，我
一直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累计捐资 50 多万元，奖
励和资助的教师学生 1000 多
人。钱不算多，但都是我一
分钱一分钱攒出来的。我身
边的人说我“抠”，但我觉
得，“好钢用在刀刃上”，我
认定有意义的事情，就会全
力 以 赴 去 做 ： 我 先 后 设 立

“毕腊英教育基金”“毕腊英教育奖励基金”“毕
腊英助学基金”，与失学儿童结对子、帮扶困难
家庭学生、奖励优秀教师……我倾尽所能，不
留遗憾。

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从 1992 年开始，我
一点一点“抠”出来钱，捐助孩子们上学。我
曾跟丈夫一起养猪，攒下了一些积蓄。这些
年，我丈夫在外打零工，我在村里种地。村庄
的发展与每个村民息息相关，我经常会为村子
发展出谋划策。前两天，我们在村委会上还商
量，寺庄镇的釜山村依托“太行一号”旅游公
路，实现了转型发展，而伯方村是传统古村
落，有这么多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迹，为什么不
把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发展呢？

参加党的二十大时，在分组会议上，我介
绍了高平市的“五彩农业”——白猪、黄梨、
红薯、香菇、彩绸，晋汾白猪卖到了北上广、
祖辈种植的黄梨现在还能做成黄梨膏、黄梨
蜜。道路硬化、村庄绿化、河道净化、路灯亮
化……古村落也可以改造成民宿、酒吧、咖啡
馆，吸引城里人来旅游参观。“五彩农业”给了
伯方村发展机遇。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需要有耐力、需要下
细功夫。今年我已经60岁了。古人说：“毛血日
益衰”，但我“志气不能微”，一有时间，我就

“充电”学习，让思想、本领赶上时代发展步
伐。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伯方村返乡年轻人越
来越多了。很多年轻人回来种植“玉露香梨”，
收入比出去打工还高。村里还出现了承包四五
十亩土地的家庭农场，还有村民回来开办农业
服务技术公司。乡村振兴为他们创造出新的机
会，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稳定下来、接过老一
辈人的担子，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这些年，党和国家给我很多荣誉：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扶贫贡献奖获得者……作为党的二十
大代表，我要带个好头，带头干事，为乡村振
兴再出一把力，让
农民更有盼头，农
村更有看头，让乡
亲们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作者毕腊英为
党的二十大代表、
山西省高平市寺庄
镇伯方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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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朔 州 市
平鲁区高石庄
乡大河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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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干河两岸美景

▶广武长城

公 示公 示
因马銮湾新城海沧片区旧村整村改造（鼎美村）项目用地需要：

1.征收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美村东区125号房屋，土地证号：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

有证同字第151577号，产权人：胡怀四，胡怀四早年移居海外，现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由该

房屋实际使用人欧阳白菜（身份证号码：35021119600503****）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及领取补

偿款。

2.征收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美村北区122号房屋，土地证号：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

有证同字第151880号，产权人：胡奕草，代报人：杨允发，胡奕草早年移居海外，现下落不明无法

取得联系，由该房屋代报人杨允发（已故）的合法继承人（实际使用人）杨清才（身份证号码：

35021119490812****）、杨清福（身份证号码：35021119560816****）、杨清义（身份证号码：

35021119620801****）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及领取补偿款。

3.征收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美村北区122号房屋，土地证号：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

有证同字第152004号（第三栏），产权人：胡天助、胡德周、李专、胡德福、胡奕草、胡奕得（德），胡

奕草早年移居海外，现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由该房屋实际使用人胡志民（身份证号码：

35021119540725****）、胡裕侨（身份证号码：35021119570721****）、张淑德（身份证号码：

35021119431111****）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及领取补偿款；胡奕得（德）早年移居海外，现下落不

明无法取得联系，由该房屋实际使用人胡世祥（身份证号码：35021119321004****）签订征收补

偿协议书及领取补偿款。

4.征收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美村北区122号房屋，土地证号：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

有证同字第151893号，产权人：胡奕得（德），代报人：胡天助（已故），胡奕得（德）早年移居海外，

现下落不明无法取得联系，由该房屋代报人胡天助（已故）的合法继承人（实际使用人）胡世祥

（身份证号码：35021119321004****）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及领取补偿款。

5.征收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美村东区6号房屋，土地证号：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

证同字第151587号，产权人：胡叶叶、邱庆治、胡翠环、胡武才、胡美玉、胡华谨，其中胡美玉【香

港籍，香港居民身份证号：A886200（4）】与同字第 151587 号上产权人胡美玉为同一人，蔡翠环

（身份证号码：35021119361120****）与同字第151587号胡翠环系同一人。胡美玉【香港籍，香港

居民身份证号：A886200（4）】、胡得信【香港籍，香港居民身份证号：D177959(2)】、胡翠环为产权

人邱庆治与胡华谨子女，胡叶叶为胡华谨母亲。

如对以上公示内容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十五日内向拆迁工作组联系。

联系电话：18805075661

拆迁工作组地址：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佳福花园一期8号楼106室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东孚街道办事处
2023年4月6日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东孚街道办事处
2023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