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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东盐业博物馆中轴线上的碑林中，
矗立着一通用水泥拼接而成的残碑，残缺不
全的碑文、苍劲的笔法、斑驳的石面记录的是
明嘉靖四年（公元 1525 年）巡盐御史刘启东
加固盐池禁墙的故事。而要说起这通石碑的
故事，还要先从河东盐业博物馆首任馆长李
竹林与池神庙的渊源说起。

运城市南郊的卧云岗上，一座雄伟、肃
穆、庄严的千年古刹昂首屹立。它仰山汲水
而建，正对着浩渺的盐池和逶迤的中条山，这
里便是被誉为“中华庙宇一枝奇葩”的池神
庙。池神庙始建于唐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是一座赞颂、礼拜大自然的神庙。池神
庙自宋、元以后累有重修维缮，但是到了近
代，随着各地对井盐、海盐、矿盐等多品种盐
的开发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社会对运城池盐
的依赖程度日渐下降，池神庙也逐渐荒废，特
别是由于连年战火的破坏，到新中国成立前，
池神庙已经成了一处墙倒屋塌、草没人膝的
破败院落。

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呼吁声中，河东盐业博
物馆于 1995 年 12 月在池神庙挂牌成立。当
时正在原运城盐化局《盐湖报》担任副总编的
李竹林被任命为河东盐业博物馆首任馆长。

面对新岗位、新使命，面对一片破败的池
神庙，李竹林心中既忐忑又兴奋。“当时我从
事的是报纸编辑工作，虽然对盐文化比较了
解，但突然要面对一个偌大却又破败不堪的
博物馆，着实有些紧张，但心里想着一定要干
出个样来！”李竹林回忆说。

面对新的工作岗位，爱学习、善钻研的李
竹林没有退缩。不懂文物知识，他就到处请
教 专 家 ，自 己 订 杂 志 、书 籍 。 从 1996 年 到
2010 年，十多年的时间，李竹林坚持订阅《文
物》杂志和《中国文物报》，硬是把自己从一个
门外汉学成了一名文物专家；博物馆没有办
公室，没有宿舍，他就跟工人们一起动手，爬
梯子、修房子、找桌子，使博物馆有了办公和
休息的地方；博物馆缺少人手，他就跟工人们
一起干，搬砖、铲草、拉土、砌墙，硬是把一个
荒草丛生的院落修整出了博物馆的样子。

由于池神庙荒废多年，庙里很多石碑石
刻四处流落，甚至被周边村民拉去当了铺路
石或石桌使用。为了找回这些珍贵的文物，
李竹林一边查阅历史资料，一边围绕周边的
村庄进行地毯式寻找。

一次，李竹林在附近村庄的一个马房中

发现两块池神庙的石旌表，他就跟马房主人说
明情况，但对方怎么也不肯给。李竹林也不放
弃，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在他
的软磨硬泡下，对方终于答应将石旌表归还给
池神庙。就在李竹林组织吊车准备装运的时
候，对方又改变了主意。但李竹林依旧没有放
弃，撤走了吊运车辆，他再次跟马房主人交
谈。经过两三个月的交涉，对方最终被李竹林
的真诚所感动，两块石旌表才得以顺利运回河
东盐业博物馆。

在一次寻找文物过程中，李竹林遇到了一
通明嘉靖四年（公元 1525 年）巡盐御史刘启东
加固盐池禁墙的石碑，不仅碑体高大，字体也尤
为苍劲遒美，与《河东盐法备览》中的记载吻合，
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李竹林有意购回，
但石碑的拥有者却坚决不卖。李竹林仍未作
罢，总是念念不忘，每次路过都要去看看。一次
路过时，李竹林突然发现石碑不见了，多方打听
才知道石碑被人砸碎倒进了垃圾堆里。得知情
况的李竹林立即找来平车，在垃圾堆里找了半
天，才找到两块较大的碎片，于是才有了文章开
头关于“碎石残碑”的故事。

一次寻访中，李竹林得知三家庄村一户人
家手中有民国盐商关于运城池神庙的一组老照
片，他就多次上门拜访，每次还不忘给对方送上

点心等小礼品，经过四五次的拜访，最终才使
对方同意对照片进行翻拍。这组照片为日后
池神庙整体布局的还原和主要建筑的恢复提
供了珍贵的图像参考。

在担任河东盐业博物馆馆长期间，李竹
林从周边的村庄一直寻找到各个县市，从一
家一户寻找到山沟河渠，从石碑石雕寻找到
图片资料，他这一坚持就是十多年。他还主
持和参与编纂了《晋盐文化述要》《河东盐池
碑刻》《古中国·大盐池》《河东盐三千年》等书
籍，并组织重新修缮了池神庙三大殿等主要
建筑，逐渐将一个破败庙宇改造成为了一座
承载运城盐业文化的历史博物馆，用一件件
沧桑厚重的文物，将一部 1200 多年的盐业发
展史完整呈现给世人。

而今，年近七旬的李竹林依然清晰记得河
东盐业博物馆里每一件文物的历史，哪一通石
碑是从哪里找到的，哪一张照片背后有个什么
样的故事，哪一件石雕是怎样修复的，哪一座
大殿是怎样重建的，哪一件文物经历了怎样的
历史变迁，甚至哪一块匾额后面有几颗钉子，
他都清清楚楚。可以说，河东盐业博物馆的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李竹林都了然于心，他就是
河东盐业博物馆的“活字典”，用自己的一生为
运城盐文化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聚光献热。

河东盐业博物馆的“活字典”
——记河东盐业博物馆首任馆长李竹林

本报记者 韩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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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村“两委”换届工作启动以来，夏
县强化责任落实，严把“六道关口”，扎实推进换
届工作。截至 10 月 18 日晚，全县 171 个村全部
完成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选出新一届村党
组织班子成员 663 名，除试点县外，在全市率先
完成了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一是严把政治标准关。坚决落实“双强双
好”要求，把牢把严人选的政治素质关，将省委
书记林武所提出的村“两委”干部“8 条政治标
准”作为衡量人选的第一标准，政治不过关，坚
决不用。严格落实“15 不能”要求，坚决把不符
合条件人员挡在村干部“大门”之外。

二是严把分析研判关。25 名县级领导带
队，以“六个清楚”为重点，坚持“四必访三必
问”，对各村进行摸排走访。县纪委书记、县委
组织部部长与全县 11 个乡镇党委书记逐一进
行谈话，签订换届责任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各乡镇党委坚持“村村过、人人评”，列出谈话调
研提纲，与 991 名上届村“两委”成员逐一进行
谈心谈话。坚持“下深水”“点对点”做工作，回
引优秀人才 36 名。县换届办一周一调度一分
析，精准掌握换届情况，推动村党组织换届工作
有力有序开展。

三是严把人选入口关。坚持谁审核、谁负
责，建立审查责任倒查机制，进一步压实乡镇工
作责任，初审中核查出不符合条件人员 8 名。
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会同 11 部门，对 855 名初
步人选任职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确保没有不符
合条件人员。强化县级把关作用，县委组织部

派出 18 人，与各乡镇党委组成 18 个考察组，对
候选人初步人选逐一进行考察，确保人选符合
要求。指导各乡镇与候选人签订“竞职、创业、
辞职、纪律”4 项承诺书 3420 份，并与候选人名
单同时公示，确保换届透明公正。

四是严把换届程序关。制定印发《夏县村
党组织换届操作程序流程》，并对 11 个乡镇 86
名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细化量化换届任
务，精准到天、责任到人、工作到村，确保换届平
稳推进。对换届动员准备阶段 8 项任务、组织
实施阶段关键程序和时间节点等都作出了明确
规定，对应当注意和防止的各类问题，都提出了
相应的应对措施，确保换届依法依规进行，以程
序过硬确保人选过硬。

五是严把督导指导关。成立 12 个由县级
领导“挂帅”的换届工作指导督导组、10 个重点
难点村包联工作组，各组进乡入村调研督导 57
次，现场解答问题 368 个。县委书记、县长带头
包联重点难点村，入村指导，推动工作落实。各
乡镇派出指导组 63 个 315 人，切实强化工作力
量，确保换届平稳有序。

六是严把纪律底线关。制订《关于加强村
（社区）“两委”换届纪律监督的实施方案》，县纪
委监委工作人员直接包联到村，做到“一村一
人”全覆盖。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
先，严格执行换届选举“十严禁”要求及有关法
律法规。建立换届工作违法违纪问题专办制度，
做到“四必查”，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查处违
法违纪问题，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王阳斌）

夏县严把“六道关口”
完成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记者 付 炎）在深化校地合作
中，盐湖区精选“特”“优”农产品搭乘区校合作

“顺风车”，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
摸清高校需求，搭乘“直通车”。盐湖区通

过开展“农产品进高校，区校合作促销路”系列
活动，与高校对接沟通，摸清高校对绿色、健康、
天然、高端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建立盐湖“特”

“优”农产品品牌目录库，打造农业科技创新示
范基地，为高校输送优质农产品。目前，盐湖区
已建成金井永农果业专业合作社和瑞国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等高校农产品供应基地，与山西
农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每年为
高校输送酥梨、桃、冬枣、苹果、葡萄等农产品，
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搭建实习平台，架设“联系桥”。盐湖区通
过现代农业基地的建设，吸引青年人才走进盐

湖、了解盐湖、留在盐湖，为盐湖区农业发展贡
献力量。与此同时，该区定期邀请专家学者、技
能人才围绕果树管理知识，为农户和实习实训
大学生开展知识培训和技术指导。目前，该区
相关部门已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人民
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的多名专家名师前
来指导授课，为农业科学发展奠定了一定基
础。

依托基地建设，拓宽“合作路”。盐湖区以
农产品基地建设为依托，实行产研学结合发展
模式，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农产品体
验研学活动，让大学生到基地参观学习智慧农
业及现代果业种植技术，从而进一步扩大盐湖
区农产品品牌影响力。目前，该区已逐步形成
以产引研、以研增学、以学促产的新型农业发展
模式。

盐湖区着力打造特色农产品供应基地

本报讯（记者 韩维元）新绛、稷山等地的
汛情和灾情深深牵动着每一个运城人的心，全
市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全力阻
击。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开发中心与运城市
海诚生态城开发有限公司在了解了灾区的实际
情况后，积极捐款捐物，筹集水、方便面、牛奶和
火腿肠等价值两万余元的应急救援物资送往灾

区。
在物品捐赠现场，运城市盐湖生态保护与

开发中心、运城市海诚生态城开发有限公司与
新绛县爱心志愿者们齐上阵，齐心协力搬运捐
赠物品，并现场为受灾群众鼓劲助力，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伟大抗洪救
灾精神。

市盐保中心捐款捐物支援防汛救灾

本报讯 面对汛情和灾情，稷山县老年大
学爱心合唱艺术团学员在团长李功菊带领下，
近日积极投身防汛救灾，献出了一片爱心。

搬运救灾物资、做饭、发饭、打扫卫生……
该团学员勇于担当，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近
参与到防汛救灾后勤志愿服务中。10 月 9 日至
今，该团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300 人次。10 月 17

日，该团又自发组织防汛救灾爱心募捐活动，82
人共捐款 9350 元。

稷山县老年大学爱心合唱艺术团学员既参
加志愿服务，又热心捐款，彰显了他们心系灾
情、热爱家乡、无私奉献的品德，传播了正能量，
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彭 鑫）

稷山县老年大学合唱团积极参与防汛救灾

本报讯（记 者 董战轩 通 讯 员 张瑶
婷 刘剑翔）近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危药材
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丕康药业有限公司招
才引智基地在绛县挂牌成立。这是绛县推进

“运才兴运”、深化县校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

工程实验室是我国重要药用资源研究、人才培
养、技术成果孵化和产业技术推广基地。祖籍
绛县的牛俊峰博士是该实验室讲师、硕士生导
师，陕西省“三秦人才团队”核心成员，中国中药
协会中药生态农业专业委员会委员。他创立的
兰科植物白及种子直播育苗技术，在陕西、云
南、贵州等地被广泛推广，为兰科药用植物的规
模化繁殖与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绛县地处中条山东北端，分布有 623 种野

生中药材资源，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6 万亩，
品种有 20 余个，“绛县山楂”“绛县黄芩”“绛县
连翘”“绛县柴胡”先后获得农业农村部地理标
志农产品认证。山西丕康药业有限公司是绛县
生物制药龙头企业，拥有药品批文 11 个。其
中，国家级新药癃闭舒片、盐酸丙卡特罗胶囊、
阿司匹林双嘧达莫缓释片、盐酸噻氯匹定胶囊，
特别是蛭芎胶囊这一心脑血管特效新药疗效显
著，享誉全国。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
工程实验室丕康药业有限公司招才引智基地的
成立，为绛县打造产业集聚、优势明显、效益良
好的中药材发展格局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绛
县把中药材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产业提供
了重要支撑。

绛县丕康药业招才引智基地挂牌成立

本报讯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临猗县应急
管理局立足本职工作，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
进家庭、进社区，积极开展“五进五帮”活动，切
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的具体行动。

该局采取领导包片、股室联点的方式，进企
业开展“专家会诊”“专家体检”服务，帮助指导企
业做好风险辨识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应急演练
等工作，提升企业安全水平；进农村开展“防灾减
灾小课堂”活动，提升基层安全防范意识和防灾
能力，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实际困难和问
题；进校园开展防震、防灾、防火应急演练活动，

帮助师生普及生活安全、消防安全以及地震、森
林防火等方面的知识；进家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
教育活动，帮助居民普及用电、火灾、地震、燃气
等应急安全知识及逃生技能；进社区开展心肺复
苏、止血包扎、应急救护等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培训，帮助社区居民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开展以来，该局先后深入 96 家企业开
展“安全体检”，帮助企业发现隐患问题 531 条，
已整改 512 条；帮助包联村平整、硬化田间路面
500 米；开展各类宣讲 48 场，发放安全生产、防
灾减灾宣传资料 8000 余份，受惠群众 20000 余
人。 （张新征）

临猗县应急管理局“五进五帮”办实事

李竹林在向参观者讲解碑文历史 本报记者 韩维元 摄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这是挂在河东盐业博物馆馆长
尹冰办公室的一幅书法小品。但尹冰爱的却
不是肥美的鲈鱼，而是美丽的盐湖，她的这一
叶小舟，也一直出没在盐湖浩渺的文化海洋
中。

说起尹冰与盐湖的故事，还要从 1997 年
那个寒冬说起。

1997 年，尹冰应聘到原运城盐化局办公
室工作，虽然每天跟盐湖打交道，但她每天接
触的都是资料、文件、生产报表上所呈现的盐
湖。或许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这年冬天，尹
冰来到了位于盐湖南边的生产厂区，她终于
走进了盐湖腹地，看到了她期待已久的生产
现场，而这一看便成就了她跨越 25年的守望。

“当时的冬天特别冷，中条山、盐湖到处
一片白茫茫，但我们的盐池却是一片热火朝
天的场景，铲硝、拉硝、装运，近千名工人抢收
芒硝的场面一下子把我震撼住了，人在盐湖
中都是一个个移动的黑点儿，盐湖就像一位
母亲，无私地将她丰富的特产奉献给人类，那
是我跟盐湖的第一次邂逅，也是从那一天开
始，我就爱上了盐湖！”回忆起初识盐湖的景
象，尹冰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2002 年，原运城盐化局开拓了盐湖旅游
业，尹冰负责运城盐湖的宣传推介工作。“那
时候对盐湖还不是太了解，为了更好地推介
宣传盐湖，我们翻阅了大量关于盐湖的历史
资料，天天看、天天学、天天说，盐湖神奇的漂
浮、独特的黑泥、厚重的盐文化等这些知识也
一点点积累起来了，为后来从事盐业博物馆
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尹冰看来，她每一
次工作岗位的转变都是一次对盐湖的重新认
识和学习，也是这些积累和学习，让她与盐湖
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

2011 年 ，尹 冰 履 新 河 东 盐 业 博 物 馆 馆
长。面对新的工作岗位、新的责任，尹冰没有
停下研究盐湖文化的脚步，她深知：只有不断
学习，才能更好地了解盐湖，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更好地宣传推介盐湖；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当好盐湖文化的“代言人”。

在尹冰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几本书，
而这些书都无一例外地用一些厚纸页包着书
皮。随便翻开一本书，都能看到页面上密密
麻麻用不同颜色的笔迹做的标注。有关于文
献生僻字注音的，有关于词句释义的，还有关
于自己对文章的认识理解的。在《河东盐池
碑汇》一书中有一篇《盐法条奏》的碑文，其中
有一句“每岁解宣府大同及山西布政司银共
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余两”，为了弄清这句话中

关于“解银”的相关知识，尹冰专门在书中粘贴
了半页纸，做了近千字的批注。“这些书常年翻
看，书面和页面都磨损了，包上书皮会少点磨
损。”尹冰说，这些书永远都学不完，每次翻阅，
都有新的感悟和收获。

在河东盐业博物馆，大到一座大殿一座碑
刻，小到一片瓦当一张老照片，尹冰都能洋洋洒
洒讲出它背后沧桑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保护历
程。哪座建筑是重檐歇山顶，哪座建筑是悬山
顶，哪座建筑是硬山顶，哪张老照片是从哪里搜
集到的、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哪件石雕如何发
现、如何展示给大众，尹冰都如数家珍。

“其实管理博物馆是个大学问，特别是盐文
化的整理和挖掘，不仅要学习历史、政治、科技、
经济类的知识，还要学习生物学、建筑学，了解
盐湖鸟类、植物的习性，了解盐池的矿产特性、
生产工艺等等。”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尹冰请教
了很多朋友，有文史专家、生物学专家、文化学
者、盐湖摄影爱好者，还有盐化工人、盐湖周边
的老百姓等等。尹冰说：“自己的朋友圈有多
大，汲取营养的土地就有多厚实，就有多少人爱
护着盐池，守护着盐文化！”

在河东盐业博物馆，尹冰最爱去的地方是
位于中轴线上的碑林，她常常一个人静静伫立
在那里，凝望或抚摸着这些碑刻。在她看来，每
一块石头都不是冰冷的，都有自己的温度，都是
一段历史文化的鲜活映射。“博物馆是连接过
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通过河东盐业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悠久而博大的河东盐文
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盐湖的保护与开发中，
才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在尹冰看来，博物
馆的使命就是通过优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不竭的精神滋养。

25 年 来 ，尹 冰 从 未 停 止 对 盐 文 化 的 探
索、追求和守望。长期在盐池文化传播、传承
一线工作的她，以河东盐业博物馆为载体，精
心做好三大殿盐文化陈列、“垦畦浇晒”法产
盐工艺的实景展示、“图说盐池”等博物馆常
设展览内容；多次执行接待国家、省、市等各
级领导调研盐湖及盐文化重点讲解工作；参
与中央电视台《跟着书本去旅行》和《晨曦时
间》等媒体栏目，积极传播盐文化……25 年，
她没有一天间断，没有一刻停歇。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
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
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
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
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
以少走弯路、更
好前进。”这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文 物 工 作 的
嘱托和希望，也
是 尹 冰 为 之 奋
斗的目标。

跨 越 25 年 的 守 望
——记河东盐业博物馆馆长尹冰

本报记者 韩维元

尹冰为参观者讲述河东盐业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尹冰为参观者讲述河东盐业博物馆的建筑风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维元韩维元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