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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上鱼米乡，芦苇悠悠

粽飘香。”这是山西省吕梁市临县

安业乡前青塘村的生动写照。

走进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

空气中散发着粽子的清香，耳边传

来煮粽子的“咕嘟”声。围坐在一起

包着粽子的村民们，靠着一个个小

小的粽子，脱了贫致了富。

吕梁市因吕梁山脉由北向南纵

贯全境而得名，革命战争时期是红

军东征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

央后委机关所在地。与黄土高原山

区村落普遍干旱的情况不同，位于

湫水河西岸的前青塘村一年四季水

量充足。天然优质的水资源，孕育着

全村400亩品质优良的茂密芦苇。

安业乡党委书记曹双龙说，守

着好资源，村子却长期没有富起

来。大量芦苇叶低价卖给了外来商

贩，挣不上钱；上好的糯米和黄河

滩枣包成的粽子也卖不出去，都是

村民自己食用。

脱贫攻坚期间，在扶贫工作队

的帮助下，前青塘村2015年开始发

展粽子产业。那时村里争取到100多

万元的产业扶贫资金，但想要办粽

子厂还远远不够。很多人担心村里

没有产业基础，怕亏损，不敢投资。

张新勤成为村里“吃螃蟹”的第

一批人。他成立了临县青塘食品有

限公司，采用本地优质糯米、黄河滩

枣和甘甜的青塘水制作粽子，包出

的粽子口感香滑、色泽鲜美，逐渐将

“青塘粽子”的名号打了出去。

“名气越来越大，销量越来越

好。这两年，几乎全年无休不停

工。”张新勤说。从年销售 5 万只到

月销售50万只，从季节销售到全年

销售，从主动找销路到顾客排队上

门买，一个个粽子经过20多道传统

工序的加工煮制，从前青塘村发往

全国各地。

粽子产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吸

引了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村办

厂或成立家庭作坊，粽子厂的工人

“摇身一变”自己当起了老板。一时

间，全村粽子加工作坊遍地开花。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做大。”

前青塘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文说。为

实现巩固脱贫成果上台阶、乡村振

兴开新局，山西省今年选择具有一

定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县、乡、村，先

行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前青塘

村被列入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单

位，现在家家户户发展粽子产业的

劲头更足了。2021 年，新建成青塘

村粽子产业园，日加工粽子规模达

15 万只，就地解决了村里 170 多名

劳动力就业。今年全村预计可加工

销售 3000 万只粽子，产值可突破

8000万元，预计比去年增加3000万

元。

“粽子产业园投产不到几天，

就接到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等

地客户的 300 万只粽子订单，其中

30%来自网络平台。”张新文说。

这几年，青塘粽子从过去的节

令食品，变成一年四季不愁卖的美

食，村民们靠着小小的粽子改变了

命运。在村里的粽子加工厂，53 岁

的村民王金莲动作麻利，包好一个

粽子仅仅需要 15 秒。“现在每个月

能挣五六千元。”她说，在家门口打

工，挣钱不少，还方便照顾家里。

小粽子带动前青塘村一二三

产业全面发展，村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如今，村里发展起百亩鱼塘、水

上乐园、农家乐、红色旅游等新兴

产业，吸引了不少游客。2021年，前

青塘村旅游收入达到 600 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首次突破百万元达

到 128 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也突破

万元大关。

“我们要持续发力，把前青塘

村打造成吕梁山上的美丽宜居村

和产业强村，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说起村里的发展目标，张新

文信心满满。 （据新华社报道）

绿水青山到底价值几何？在生

态资源丰富的革命老区山东临沂，

当地积极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机制。

蒙山沂水间的古树、奇石，甚至是

小山村，都可以打上价格标签，成

为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金山银山，

不少村子发展跃上新的台阶。

“前几天，蒙阴农商银行给我

打电话反馈，300 万元贷款马上到

账，我们可以多改造几间民宿了。”

临沂蒙阴县百泉峪村党支部书记

方国明告诉记者，这笔钱将用于党

支部领办的乡村旅游合作社民宿

提升，“接下来还有 4000 万元贷款

陆续发放，帮助村子吸引更多游

客，增加村民收入。”

位于沂蒙山腹地的百泉峪村，是

个典型的偏僻小山村。过去一段时

间，方国明响应生态建设号召，带领

村民关闭矿厂，引入社会资本，修建

起拦水坝、蓄水池，并栽植上苗木。曾

经废弃的矿坑上，建起了生态旅游项

目，百泉峪村农家乐搞得有声有色，

目前已发展40家农家乐和民宿。

游客越来越多、环境整体提升、

服务水平跟进……新的变化对百泉

峪村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份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报告，为蒙

阴县许多像百泉峪村这样靠生态吃

饭的村庄解决了“升级”资金难题。

2021 年 9 月，蒙阴发布山东首

份村级 GEP 核算报告，经初步核

算，百泉峪村生态产品总价值7000

余万元。2022 年 3 月，蒙阴农商银

行基于 GEP 核算报告创新开发了

“GEP 贷”，给予百泉峪村 3 个贷款

主体4300万元授信额度。

其中，给予百泉峪生态价值转

换整村授信额度2000万元，给予村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授信额度300

万元。另外给予来村里进行旅游开

发的公司授信额度2000万元，这家

公司瞅准了百泉峪村在生态旅游

领域的口碑，在村里开发了综合性

酒店，让这个百户生态山村有了接

待大型团队的能力。

“百泉峪村生态旅游产业大有

可为，这也是提供这笔贷款的重要

依据。”蒙阴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银行基于蒙阴县2021年发

布的山东省首个村级GEP报告，以

村子生态产品价值作为质押担保，

让生态产品价值变现成为可能。

“绿色账本”变现，小山村成功

换来4300万元贷款。这是革命老区

破解乡村建设资金不足、探索生态

资源转化的一个缩影。

近一年来，费县不断完善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成功运作生态

资源贷款85笔，为乡村振兴领域提

供信贷额度超过7000万元。乡村秀

丽的山水、优质的旅游资源可以明

码标价、用作抵押。记者了解到，围

绕十类生态资源，临沂市明确“两

山”转化范围，同时搭建“两山”转

化平台，让生态优势转化为社会经

济发展的动力。 （据新华社报道）

·老区新貌

“粽”出幸福来——吕梁山乡蝶变记

小山村“贷”来4300万元的背后

山 东 蒙 阴山 东 蒙 阴

县百泉裕村通县百泉裕村通

过生态修复过生态修复，，曾曾

经废弃的矿坑经废弃的矿坑

变为旅游项目变为旅游项目，，

村民吃上村民吃上““生态生态

饭饭””。（。（蒙阴县委蒙阴县委

宣传部供图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