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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位于天镇县新平堡镇的平远头村，

东北接河北省怀安县，西北接内蒙古兴
和县，是山西最北端一个堪称“鸡鸣一
声闻三省”（区）的小山村。这里是明长
城宣府镇与大同镇之交界地区，历来为

“边疆极冲之地”，也连接着曾经车水马
龙的万里茶道，这里也是长城一号旅游
公路北线的起点。近年来，当地持续推
进长城保护工作，并在长城游览观光的
基础上，探索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3 月 18 日，“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
路看大同”采访小分队走进平远头村。

登上平远头村北一处烽火台极目
四望，东面山坡上的墩台绵延不断，南
面的房屋错落有致，不远处就是平远
堡，北侧山坡建有圆柱形巨墩一座，就
是大名鼎鼎的“三晋第一墩”。平远头
村的长城最早修筑于汉朝，明朝对这段
山腰上的长城进行加固，并在西北面山
脊上又修了一道长城，当地人称“头道
边”，长城的“文化味”提升了沿线村落

乡村旅游热度。“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古
朴雄浑，空气清新，既能感受长城文化
的时空流转，又能放松身心。”在平远头
村，北京游客李先生对记者说。

这个小村曾经一次次处于中华民
族融合的前沿，村东北立有一块三棱形
界碑，界碑三面分别是山西、河北、内蒙
古。村民石林说，从这块三省交界碑开
始，沿着马市口宣威楼——新平古堡玉
皇 阁 —— 马 芳 总 兵 府 邸 —— 保 平 堡
——“ 九 峰 连 珠 ”烽 火 墩 —— 桦 门 堡
——康字湾——长城博物馆——李二
口“错”长城——薛三墩采摘园——东
瑞葡萄园、酒庄——小八达岭——白羊
口“镇宁堡”——水磨口“镇口堡”古村
落的路线一路游玩下来，这趟长城古堡
游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塞外风情和独特
的边塞民族文化。

在大同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北线这
条公路上，绵延几百公里的明代夯土长
城，几百年来历经岁月变迁，这些伤痕

累累的边墙和烽火台依然屹立不倒，沿
途行驶，自然景观、人土风情和历史文化
融为一体，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美景。

平远头村是天镇县农文旅融合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天镇县投入大量
资金，全力推进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景
观美化、景区整体标识标牌美化、民宿
基础设施完善，建设大同（天镇）长城
博物馆、长城驿站、薛三墩民俗村，带
动 长 城 沿 线 农 文 旅 开 发 。 以 国 家 4A
级景区李二口长城为龙头，在长城沿
线实施万亩葡萄园、千亩玫瑰谷种植，
增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主动
融入全省“三大文旅板块”和全市“1+
4”文旅布局，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
环境，以“长城观光+摄影写生+民俗
体验+度假康养+研学基地”为主题的
玩法互为补充，各具特色，在让游客体
验旅行快乐的同时，旅游发展红利也
持续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记者 任翔宇

3 月 18 日，尽管春寒料峭，却挡不住农
民备春耕的脚步，一场“田间课堂”在浑源
县裴村乡凌云口村开讲，吸引了周围十里
八村的农民前来听课。

“入春以来，浑源县大范围的雨雪天
气较多，土壤墒情好于往年，对旱坡区春
耕生产非常有利。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我
们扎在田里，只要大家需要，第一时间‘出
诊’。”县农业服务中心的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群众春耕播种、药
肥喷施、田间管理及农机具使用经验和技
术要领，为群众面对面地提供实用农业技
术服务，切实解决农民群众在春耕中遇到
的问题。

在 该 县 东 坊 城 乡 晋 家 庄 村 ，一 台 台
农 机 在 农 田 上 忙 碌 ，平 整 土 地 、开 挖 水
渠，成了农家好帮手。“我们加大对农业

机 械 购 置 补 贴 政 策 的 宣 传 力 度 ，鼓 励 农
机手及早购机，为春耕备耕保驾护航。”
该 村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在 技 术 人 员 的 引
导下，村民们积极选用抗旱品种，推广应
用有机旱作技术，整合耕地地力培肥、测
土 配 方 等 各 项 技 术 措 施 ，掀 起 了 春 耕 备
耕的高潮。

为打好农业生产“第一仗”，该县及早
谋划，全力做好春耕备耕工作。“今年，预
计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约为 62 万亩。目
前，全县已调用化肥 23400 吨、种子 825 万
斤、地膜 600 吨、农药 35 吨，确保市场种子
供应充足，种子价格总体平稳。”该县农业
农 村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全 县 加 大 对 种
子、化肥、农膜、农药等农资市场的监督管
理，以安全、稳定的市场秩序为春耕备耕
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申力

在东坊城乡晋家庄村在东坊城乡晋家庄村，，挖掘机挖土通沟渠挖掘机挖土通沟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于宏于宏 摄摄

大同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今年将全面建成通车。日前，
大同日报社抽调精兵强将组成采访小分队，沿着长城一号
旅游公路深入沿线各县区，依托以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形成
的城景通、景景通优势，从历史纵深、地理人文、发展变迁、
民生改善等视角，深入发掘，精心采访，全景式展现公路沿
线各县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和经验亮
点，从而进一步激发全市干部群众锚定“奋斗两个五年、跨
入第一方阵”总目标、聚焦转型“四步走”战略目标、扛牢

“融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重大使命的干事创业热情。
从今日起，本报开设“沿着长城一号公路看大同”专

栏，陆续刊发一线记者采写的稿件，敬请垂注。

3 月 18 日，记者在天镇县铭宸现代高
科技农业产业示范园项目现场采访时看
到，一栋栋温室大棚拔地而起，6 个智能温
室的基础和主体骨架已基本完成，玻璃大
棚的轮廓愈发清晰。

“该项目自去年 7 月实施以来，工人们
加班加点抢时间、赶进度，目前各项工程
进展顺利，预计今年 5 月完工，正式投入使
用。”项目经理助理温静一边带记者参观
一边介绍项目进展情况。该项目总投资
25.8 亿元，项目完成后，将建成 5000 亩高
科技现代农业产业园、360 亩冷链物流产
业园、350 亩玻璃温室大棚及特优蔬菜种
苗培育基地，推动形成育苗、种植、销售全
产业链，打造华北地区重要的蔬菜集散中
心和“一带一路”进出口集散地，引领全市
设施蔬菜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天镇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日
前，农业农村部现代设施农业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公示 2023 年全国现代设施
农业创新引领区及基地遴选结果，天镇县
入选，为全省唯一。

天镇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田利平说，天
镇县能够获此殊荣，得益于近年来大力实
施“特”“优”战略，把发展设施蔬菜产业作
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第一抓手，全县
设施蔬菜发展布局全面优化，产业效益持
续放大，京津冀绿色蔬菜供给地基础不断
夯实，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大县新路。目
前，全县设施蔬菜总种植面积突破 3 万亩，
成为全省设施蔬菜“领头羊”；全县拥有 4
家规模以上蔬菜育苗基地，年育苗量 7000
万株左右，2023 年被认定为第一批省级蔬
菜良种繁育基地。 本报记者 苑捷

开栏语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世界文化遗产，凝
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
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具有超越古今的持久影响力。

行走在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上，眼里有光。我
们看到了长城文化为乡村振兴不断增添新动力，
看到了在文旅体商农林融合联动发展中，农民增
收致富渠道在不断拓宽。

行走在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上，心中有盼。只
要紧抓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和长城文化带建设机
遇，构建大景区格局，就会以全域发展的理念带动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充实更多的人才和力
量，带动民宿酒店、演出演艺、数字文化、手工文创
等产业和文旅融合等蓬勃发展。

行走在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上，肩上有责。媒
体人不仅需要报道和发现长城脚下、公路两侧的
变化和发展，也需要用媒介视角引导公众对长城、
对大同的认知更新，用实际行动浇筑成一块块砖
石，为长城助力，为大同喝彩！ 任翔宇

起点：伫立平远头 鸡鸣闻三省

采访小分队深入长城沿线采访采访小分队深入长城沿线采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小龙李小龙 摄摄

示范园项目负责人介绍情况示范园项目负责人介绍情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小龙李小龙 摄摄

春耕备耕如火如荼掀热潮

走进浑源看农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