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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粼粼的河流、白墙黛瓦的村
落、干净整洁的街道……在兴城市曹
庄西南部，有着一片傍水而居的美丽
小村——后湖村。后湖村因位于兴城
百年前的“西湖”后而得名，全村辖区
总面积 6000 余亩，以种植业为主，耕
地面积达3313亩，贾河安相—后湖段
从村子里流淌穿过。近年来，后湖村
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辽宁省文
明村镇”“辽宁省文明家园示范村”“辽
宁省先进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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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兴城市后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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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湖村：藏在东北的“江南水乡”

④

后湖村全景航拍。 后湖村村委会提供

走进后湖村，正值天气晴朗，清风拂面，贾
河河水微澜，泛起层层碧波，钓客们三三两两地
坐在堤坝上，悠然垂钓。河岸边，两位乡村保洁
员正沿着整洁的柏油马路进行垃圾检查与回
收。一面面以“好家风家训”为内容的文化墙与
护坡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立牌交相呼应，
绘成了一幅极具乡村特色的廉政景观画。

后湖村共有村民341户，主要以花生种植为
主，玉米种植为辅，村委会多次邀请农业专家下
乡对村民们进行业务培训指导，学习各种经济
作物的种植和培育方式，实现扶贫、扶志、输血
与造血“双管齐下”。同时，为了摆脱单一的农产
品经济，帮助村子开拓新的经济收入来源，近些年

来，后湖村村委会通过发展菊花冷棚和泳装厂两
项集体经济项目，解决了周边的闲置劳动力100余
人，家家户户的荷包都鼓了起来。

“出行也方便，手上钱也足，三天两头我就会
买些鱼和肉吃，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坦啦。”谈起
现在的生活，八十多岁的老村民孔凡彬满是开心。

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村子的基础建
设也不能落下，自2013年到2022年短短不到十
年间，后湖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夯实的
道路边，一排排太阳能路灯拔地而起，河水的护
坡旁，一棵棵果树鳞次栉比，平整的空地上，一
座座花园和广场兴建了起来……

“以前贾河河道里脏乱不堪，臭泥烂泥淤积

在一起，水也浑浊得很，一到天气转暖蝇虫就开
始漫天飞。2016年的时候咱们后湖村开始有了
河道淤泥清理的计划，但是当时村支部的资金
和人力不是很充足，只能一段一段地处理河道，
如今这番景象，都是这些年点点滴滴慢慢实现
的。”谈起村子里这条河的变化，后湖村书记王
德晶十分感慨：“现在村里的老人孩子闲暇时间
都喜欢在湖边散散步、钓钓鱼。往日的‘臭水
沟’，如今是咱村的标志性风景线了。”

依托贾河，后湖村建立了方塘 4座，并建设
垂钓园一处，配备长廊和凉亭等休闲设施。

后湖村与湖结缘、与河结缘、与水结缘，村
书记王德晶说：“要让水生钱，让水养人。”

未来，后湖村将以贾河安相—后湖段为核心，
建设一个集大型垂钓、水上餐厅、水上儿童乐园为
一体的景点，以《曹庄镇后湖村特色村庄规划》为
基本蓝图，大力推进民俗村改造工程，依靠自身优
势打造富有满族文化特色民俗村，实现“一街、两
带、后湖九景”的旅游
景点规划，为壮大村
集体经济、创新产业
支柱探索出一条可持
续发展道路。

辽沈晚报特派
葫芦岛见习记者 赵
金石

马耳山为千山余脉，主峰海拔
330.8米，是沈阳南部最高峰；次峰海
拔300米，两峰雄峙。其山势险峻，切
割深度达 15 米以上，山脊窄而长，多
支沟谷伸向峰额，谷宽不逾 10 米，谷
长达300—1000米，谷内植被茂密，十
分深幽，景色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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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苏家屯马耳山村⑤

辽宁省文明村镇、沈阳最美乡村、“全国文
明村镇”……几年来，马耳山村获得了诸多荣
誉，能有这样喜人的成绩是马耳山村因地制
宜，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并积极开展精神
文明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清姚千街道的“沈南

第一峰”马耳山脚下，坐落着一个村庄——马
耳山村。

它地处沈阳、本溪、辽阳三地交会处。当
你站在马耳山之巅，即可看到这三座城市的自
然风光。无论是本溪的崇山叠嶂、辽阳的一马
平川，还是沈阳城的亲切熟悉，你会感觉到，大
自然是那么的神奇与美妙！

景区依托自然资源优势，马耳山村休闲旅
游产业迅速发展，带动农民致富增收，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除此之外，它以其优越的自然环
境和林果蔬菜种植业的基础，以绿色采摘、农
式体验为主打品牌，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
马耳山已成为目前沈阳市种植面积最大、蔬菜
果品种类最全的生态自助采摘基地。

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外，马耳山村还十分
重视人文环境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2021 年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全面铺开，马耳山村更加注
重提高农民文化素养和文明习惯，举办梨花
节、采摘节、文艺演出等，全年共举办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 47场，涵盖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
艺服务、科学普及、卫生环保、扶贫帮困等等与
老百姓生活紧密相连的活动，受到大家欢迎。

辽沈晚报记者 周学芳 实习生 李莹

“农业+旅游”激活“美丽经济”

依托自然资源优势，马耳山村休闲旅游产业迅速发展，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马耳山村供图

2018年以来，半拉山子村先后获
得了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辽宁省文
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半拉山子村以酒文化为主题，开
展品酒和酿酒体验，让游客在酿酒过
程中感受酿酒的乐趣，在品酒的过程
中，感受酒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传
统酒海糊制、古法造纸、石锅蒸馏和泥
窖发酵工艺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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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法库半拉山子村⑥

酒文化“醉了”小山村

半拉山子村到处飘着酒香。 受访者供图

在沈阳市法库县大孤家子镇，坐落着一个
拥有着浓厚酒文化的村子，这里生产的陈年洞
藏白酒“老北味”以及古法陈酿白酒“爱新觉

罗”深受人们喜爱，这里自然环境优美，生态资
源丰富，也得到了人们的喜欢，在这里，可以酒
文化为主题，开展品酒和酿酒体验，游客能沉
浸式感受酿酒的乐趣，在品酒的过程中，感受
酒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里就是半拉山子村。

半拉山子村利用酒文化资源，打造爱新觉
罗 皇 家 博 物 院
AAAA 级景区和
老 北 味 酒 文 化
AAA 级景区，以
乡村旅游发展为
契机，打造集观光
旅游、采购、休闲、
娱乐、观赏、农事
体验为一体的发
展模式，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业。

辽沈晚报记
者 周学芳 实习
生 李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