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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媒体人的新时代媒体人的““新新长征长征””
““沿习之沿习之路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大型采访活动大型采访活动

“沿习之路”西线团队探访第一站

梁家河：趟出乡村振兴幸福路

如今，梁家河以其历史文化积淀
和 40多年的发展巨变而成了“网红”，
吸引着黄土地外越来越多关注的目
光。每天，来梁家河的游人络绎不绝，
梁家河的旅游也火起来了。

目前，乡村旅游是梁家河最重要
的致富产业。村里开发了一系列文创
产品的同时，薰衣草观光园、拓展训练
营地、农业科普观光园等项目也正在
布局发展中。

村里产业多元化了，村民们的致富
故事也丰富起来。60多岁的村民石彩
连开了一家土特产店，“每年的 5月到
10月都是旺季，每个月能挣个三四千块
钱，生活过得还行。”而他的老伴也在村
子里找了一份工作，“老院子租出去了，
现在住在镇上，日子越过越舒坦。”

目前，梁家河已成为全国新农村
建设的示范单位和基层党建的一面旗
帜，每天这里几乎都有红色教育活动
的开展，宣扬延安革命老区的革命精
神。除了红色教育，梁家河乡村旅游
也不断升温，村民开起了土产店、农家
院等有陕北特色的农家乐，现在的梁
家河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热门的红色旅
游景点。“文创＋旅游，正擘画着乡亲
们幸福生活的新愿景”。

“翻过那道坡，趟过那条河，一想起
曾经的生活，心头还是那样热！尝过苦
中乐，做过百家客，忘不了当年的拼搏，
梦里又回梁家河……”有感于梁家河人
的巨变，郑州音乐人宋志刚即兴创作了
一首《梦回梁家河》歌曲，致敬那段艰苦
卓绝的岁月，表达对乡亲们的美好祝
福：“梦回梁家河，大美的山结满硕果，
一条条大路变宽阔，日子越过越红火！”
郑报全媒体记者 裴蕾 石闯 董艳竹
唐强 伊吉林 舒晗 张玉韩 文/图

文创＋旅游

“这里，
乡村振兴擘画新愿景”

有一种牵挂穿越千山万水，有
一种深情时刻萦绕心头。

距延安60多公里之外，黄土高
坡的山坳里，深藏着一个普通的村
庄，名叫梁家河，因有一条穿越而过
的河流而得名。1969 年 1 月到
1975年10月，习近平在这里度过
了7年的知青岁月，留下了难以抹
去的印记。

这里，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初
心”的缘起之地。

初心，来自百姓，又回馈于百姓；
梦想，从这里发芽，又在这里出发。

如今，50年的岁月流转，梁家
河变美了、变富了。从破窑洞到新
楼房，从缝纫社到小超市，从沼气到
天然气，从黄土坡到绿山岗，产业发
展了，乡亲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一幅
乡村振兴的现实画卷渐渐变成现
实，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
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

7月2日、3日，“沿习之路——
我和我的祖国”国家极点寻访西线
采访团队走进首站梁家河，实地探
访这个小山村的发展变迁，感悟梁
家河精神，见证并记录下梁家河的
乡亲们奋进新时代、改善新生活、获
得新幸福的生动情景。

出延安，过延川，从文安驿镇向东南，
汽车很快就进入了沟壑纵横、林田交错的
村庄地带。一根高大的石柱伫立在村口
山坡上，上面的“梁家河”三个字清晰可
见。一条平坦的柏油路穿越林荫道向远
方铺展。一辆辆环保观光车满载游客，来
往穿梭，平添了几分活力。

一路向前，曾经的知青井、沼气池、知
青旧居，村史馆、坝淤地、特产专卖店、窑洞
宾馆、文体广场等错落有致分布在村道两
旁，见证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沧桑巨变。

走进村委会大院，巨大横幅映入眼
帘——“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延川是我的
第二故乡”。梁家河至今保留着寨子沟、
埋老渠、牛家峁、白家山、木瓜山5座土坝。

“那时候，田地大都在山坡上，出行全
靠走路，全村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路也
都是羊肠小道，吃水也很困难。”一位七旬
村民感慨万千，对村子的变化，他是亲历
者也是受益者。

如今的梁家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昔日的土窑洞，成了记忆。从民
居风格到庭院美化，一切都具有浓郁
美丽乡村色彩：住上了砖瓦房，通上了
自来水，用上了天然气，修起了柏油
路，用上了互联网。山坡变绿了，村容
整洁了，产业发展了。村里公共设施
建设也有了很大提高，村上有卫生室、
图书室、塑胶篮球场和娱乐健身设施，
老百姓生活更好了。

小村庄大变迁

“这里，
乡村振兴绘出新画卷”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梁家河大力发展山
地果园、蔬菜种植等特色农业，通过土
地流转、合作社+农户+基地等多种经营
形式，培育苹果产业和养殖产业，激活
了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提高了村民的收
入水平，趟出了一条新路子。

如今，梁家河村民们已整体搬入文
安驿镇上的梁家河小区，实现了“上班
在农村、下班住城镇”。位于山顶的光
伏项目也已实现并网发电，村民每月都
能从光伏项目获得补贴。

72 岁的村民张卫庞和土地打了
一辈子交道。“种过洋芋、豆角，但都
收成小。”他说，梁家河的土壤、气候、
地理等条件具备种植苹果的优势，而
且“种苹果比种庄稼赚钱”。几年下

来，他成了种植大户，目前苹果远销
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甚至还走出
了国门。

张卫庞的苹果红火的背后，更多的
是梁家河迎来了发展新机遇，也使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发展。28岁的梁强
回村经营起了农家乐，让很多外地游客
到梁家河直奔他的“梁家小院”。“出去
打拼恁多年，还是回到村里好，离家近，
照顾老人孩子方便，心里也踏实。”

63岁的梁玉前 17岁时就在村上打
铁挣工分，他没想到，现在又重操旧业，
干起了“铁业社”。“现在，我打制的不再
是锄头、镰刀等农具，而是一些饭勺、花
铲、花锄等实用小件，每月收入不错。”
梁玉前妻子在村里当环卫工，老两口月
收入加起来六七千元，日子还行。

实现多种经营

“这里，乡村振兴趟出新路子”

知青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