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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按照中共运城
市委《关于全面建设清廉运城
的行动方案》工作部署，充分发
挥廉洁文化在清廉运城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塑造和传播运城
廉政形象，特举办“清廉运城”
有奖征文活动，具体实施方案
如下：

一、主办单位
运城市纪委监委机关
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运城日报社
二、征文主题
围绕关公忠义文化、舜帝

德孝文化、能吏廉政文化、晋商
诚信文化、黄河农耕文化、河东
池盐文化等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资源，突出能吏廉政文化，全方
位、多角度挖掘河东历史上的
古圣先贤、历史名人、清官廉吏
的嘉言懿行及家风、廉政故事。
内容聚焦主题、积极向上，弘扬

崇廉尚洁的价值取向。
三、征文对象
社会各界人士
四、征文要求
征文体裁不限 ，以散文、随

笔、诗歌、传记为主。
立足本土资源，紧扣廉洁廉

政 主 题 ，撰 写 和 清 廉 有 关 的 故
事。字数 2000 字至 5000 字。作品
应是未在报刊或网络上发表过
的原创，文责自负，杜绝抄袭。

五、评选办法
1.《运城日报》联合省内有关

专家对稿件进行评选。最终评出
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8 名、优秀奖 20 名。奖金分别为
2000 元、1000 元、500 元、运城旅
游年票套盒（价值 268元）。

2.《运城日报》将开设“清廉
运城”有奖征文专栏，对社会各
界寄送的稿件择优选登。

3.所有征文经专家筛选评比
后，获奖作品及优秀文章将汇编

成册，形成《清廉运城廉政文化
文集》。

4.主办方有权将所有入选
作品用于公益传播，包括出版
图书及推荐相关媒体发表等，
在其公益广告、宣传、展览及文
化等活动中拥有使用权，不再
另付稿酬。

六、征稿时间
即 日 起 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七、注意事项
征文稿件以电子邮件形式

投递，标题注明：“‘清廉运城’
征文稿件”及姓名、联系方式。
正文用仿宋四号，标题用黑体
三号，文后附上作者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码、联系地址、联系电
话和银行账号、开户行信息。

电 子 邮 箱 ：ycwlfgk@163.
com

联系人：黄海鸽
联系电话：15203595666

“清廉运城”有奖征文启事

闫景村是万荣县高村镇一个历史悠久、
人文资源丰厚的大村，是晋商李家大院所在
地，入选 2021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被国家
文物局和住建部命名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
村。

闫景村地处峨嵋台地，东瞻孤峰，西眺
黄河，海拔 723 米，209 国道与呼北高速公路
在此交会，交通运输方便，地势南高北低。村
域总面积 5.47 平方千米，东至临猗景庄，西
至北薛，南邻临猗南庄，北至潘朝村。村庄面
积 0.61 平方千米，由三纵六横 10 条小巷构
成骨架。全村 600 户、2380 口人，42 个姓氏，
以薛、冯、宁、李为主，耕种着 7308 亩土地，
兼营工商企业和旅游业。

人文：资源丰厚

闫景村有 9 座古汉墓，3 座宋墓，一座唐
末建的关帝庙，3 座明代烧砖窑遗存，一眼古
井，相传还有明代古槐、古池泊；从汉墓中挖
掘出青铜剑、陶器、银器等珍贵历史文物和
一幅“天文图”。这些丰厚的文物资源说明闫
景村汉代就有了人类活动，至唐宋时期就形
成了村庄，建村起码有千年历史。

该村村名来历，根据村史（草稿）记载，
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是“帝名说”，二是“景教
说”，三是“姓氏说”。帝名说：汉景帝曾来过
汾阴，这明显是望文生义。景教说：元代蒙古
族曾统治过万泉，鄙视蒙古族的景教很盛
行，闫景受其影响因而得名。笔者曾翻阅了

《蒲州府志》《运城市志》《万泉县志》《万荣县
志》以及临猗、河津、稷山、闻喜（新编）、永
济、垣曲等县地方志，均未找见“景教”之说
的蛛丝马迹。也曾和专家学者交换过意见，
他们亦云未闻此说。持“景教”之说的同志说
东景、南景、西景之名也可能与景教有关。经
翻阅上述几个村庄村志，原西景是因景姓得
名景村，后因景村人增地少，村中部分人迁
到村之东，就把村名叫成东景，迁到村南的，
就把村名叫成南景，西景村也因村庄在西边
改名西景。这不就说明它们之名与“景教”毫
无瓜葛吗？

《万荣地名志》关于闫景村名来历这样
记述：“很早闫姓在此居住，景氏次之，两姓
合居于此，故名‘闫景’。”

说到闫景村的古庙宇，村史中说原有 18
座，现存 10 座，分别是结义庙、关帝庙、南娘
娘庙、前庙、后土庙、三皇庙、土地庙、财神
庙、白衣娘娘庙等。其中结义庙始建于明嘉
靖十年，落成于十一年。原有正殿 3 间，戏台
1 座，门前有石狮一对，铁旗杆一双。庙的东
西侧墙上绘有明代作的壁画，一幅是关公出
五关斩六将，一幅是关公水淹七军。画面线
条流畅，人物形象丰满，能保存到现在，实属
不易，殊为珍贵。

关帝庙，为唐末所建，曾多次重修，现在
该村第四居民组。庙中的关羽像为木雕，该
村史说其“工艺精湛，玲珑剔透，惟妙惟肖，
无与伦比，是传统雕刻的技艺见证”。

结义庙中还藏有 6 块石碑，分别是明嘉
靖十一年居民重修堂殿创塑刘关张三堂圣
像纪念碑，清乾隆二十七年重修三结义庙创
建戏楼碑，清嘉庆九年村中对违法规不举报
罚款碑，道光四年魁星楼砖包碑，道光二十
二年全村公议建立集体碑，光绪三十一年创
建关门碑。

尤其值得称道是清道光二十二年“全村
公议建立集体碑”。这通碑就是清代村中制

定的乡规民约，明确要求“禁止开场窝赌窝
匪；禁止牧放骡马牛羊；禁止砍折树枝，偷盗
五谷，偷割苜蓿等”，违者各订有罚款数额。
这些，不仅对当时乡村自治发挥了作用，对
我们研究清代晋南乡村管理制度提供了难
得资料，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不
也有着借鉴作用吗？

经过多年多次战火摧残，特别是抗日战
争的破坏，解放后修水库和建池泊的挪用，
农村中许多庙宇中的珍贵石碑，基本损失殆
尽，而独闫景村能完好地保存下 6 块碑记，
说明闫景村干部和群众有着强烈的文物保
护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敬畏。

民居：精美典雅

闫景村昔日有“财富村”的称号，但村中
确有贫富之分。寒家住房一般为土窑洞或土
墙厦。中等家庭占地三分，所谓“三分院子四
分场”，房屋为土木结构。而财富家庭，一般
住房为四合院，其基本格局为三房（北房与
东西厢房）九间加南厦的一进四合院，内窄
外宽。其代表作为李家的同顺堂、同福堂，大
门通常为东南门，称“巽”字门，若是在南边
正 中 开 门 ，一 般 在 门 内 设 照 壁 或 屏 风 ，称

“中”字门。厨房在东厦，厕所在院中西南角。
四合院一般单坡，普通人家也喜欢单坡，单
坡能使厦坡水流入自己家中，俗谓“肥水不
流外人田”。目前闫景村留下的古民宅有薛
光诚宅、薛翰英宅、冯天一宅、李大震宅、宁
水翠宅、宁建中宅、冯文吉宅等 7 座古民居
院落。其中薛光诚宅，建筑面积 165 平方米，
始建于乾隆二十年，止乾隆五十一年，建筑
历时 30 年。另一处是冯文吉宅院，是典型的
南厦格局，有门楼、正房、东西厢房和南厦。
正房明间门窗与门罩雕花精美，阁楼门和阁
楼炕保存完好，是目前保存最好的四合院。

李家大院是该村民居的典型建筑，建筑
始于清道光年间，清末民初初具规模，先后
建成一进、二进、三进四合院 20 组和祠堂、
别墅、房屋 280 间大宅院，现存院落 7 组，房
屋 146 间，共占地 125 亩。整体建筑气势恢
宏，建筑形式为竖井聚财四合院，同时吸纳
了徽式建筑风格，融合了中国南北两大类建
筑风格。整体院落布列有序，层次分明，结构
严谨，装饰考究，古朴典雅，院井藏风聚气，
宅门接地通天。其砖雕、木雕、石雕及铁艺等
装饰都显示了民间多子多福、三星高照、五
福临门、松鹤延年、耕读传家等晋南民俗文
化特点。李氏家族李子用因娶英国女子麦氏
为妻，为了却麦氏思乡之情结，特为其建了
一座中西合璧式院落，宽敞明亮，成为麦氏
夫人相夫教子之场所，现更成为李家大院景
区一处受到人们青睐的景点。

人才：培育摇篮

自古闫景村就重视子弟教育，人才培
养，素以耕读传家闻名于世。村中的名门望
族李敬修家族就重视兴学育人，重视人才培
养。他们家在清代就建立了私塾，重金聘请
名师培育族人子弟，规定 6 岁以上儿童都要
进入私塾读书。李敬修兄弟多次慷慨解囊，
捐助建设私塾、学校。民国初年李敬修为让
寒门子弟上学，就在本村建立了一座小学，
每年还拿出 30 金作为学校经费。某年，万泉
书院坍塌，李敬修捐出 500 金重建。李道升
认为“人才是立国之本，只有振兴教育才能
强国富民”。他曾捐银 500 两，在高村庙兴建
育婴堂；又向县城捐银千两，建立高等小学
校。李敬伦还向学堂捐书一百余种，供学生
们阅读。

清末，废除科举，建立西学，李敬修将侄
子送到太原学堂学习，后来又将长子子用和
侄儿送到英国留学。

长期以来，在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下，闫景村出了一批举人、贡生、学者、英才，
出了一批像宁康为等清正廉明、受到百姓爱
戴的官员；李敬修、李敬伦、李道升等慈善
家；薛百祥、薛振甲、薛振基等武举人；李子
荣等企业家、开明绅士；范吼子、罗降降、宁
牛焕、薛波晨、宁江孩等抗日爱国勇士，他们
在八畛沟和日寇交战中，奋勇杀敌，为国捐
躯。特别是范吼子，他和机枪手李永清紧密
配合，一次杀死鬼子 50 多人。敌人发现他腿
部负伤，就想活捉他。待敌人靠近他身体时，

他从背后抽出大刀，劈死两人，最后他也壮
烈殉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村青年冯绳
祖、薛怀玉、薛长安、李阳生、薛明虎、李善
继、冯奎选、宁存堂等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朝
鲜前线，屡立战功，成为闫景村的骄傲。

解放后，闫景村还建过汾南中学、万泉
中学、闫景中学、运城农校、运城师范闫景分
校，为国家培养一批高中级人才，为闫景村
培养出大学生 340 名，研究生 27 名。其中佼
佼者有晋中矿务局工程师杨耀荣等。

善举：代有传承

闫景村李氏家族的善行善举，在河东大
地广为传颂。其慈善观念和仁爱之心，已融
入闫景村的文化基因之中。

“李善人”是李氏家族的代名词，包括以
李文蔚为代表的文字辈，李敬修为代表的敬
字辈，李道行为代表的道字辈。李家家训中
的“行善道”，善为大德，善无大小，善无多
少，善不等待，善不图报的善文化，代代相
传，也成为一种家规。

李氏家族祖籍陕西韩城相里堡，明初逃
荒到万泉薛店村，后迁闫景村，以贩卖土布
发财致富。致富后，李家不忘乡亲、不忘回报
社会，但凡薛店和闫景村贫困户遇到红白喜
事，李敬修不是送钱就是送粮，对于家贫无
钱买棺板人家，他先派人送去一副棺板，再
送钱粮。凡村里埋人，遇到雪雨天，他就命长
短工全部出动，鼎力助葬。

平时，李子用马厩里总拴着几头牲口，
谁家磨面或耕地，只要给长工头打个招呼就
可使用，不要任何报酬。

清光绪二十年，闫景村一带突逢暴雨袭
击，山洪暴发，村民房舍坍塌，都到庙内避
难，敬修、敬伦就在村中设灶数处，造饭供
食。光绪二十六年，万泉一带遭灾，他们又出
粮数十石，赈济乡里，还拿出 500 银元赈济
薛店村族人。

1928 年，山西大旱，死人无数，饿殍遍
野，晋南尤甚。李氏家族李道升、李道行、李
道在、李道荣、李道临共同商议救民于水火，
先后向河东十七县灾区各捐银 1 千元，向河
东旱灾救济总会捐 1 万银元，同时还向万泉
县捐银 4 千元，向闫景和薛店各捐两千银
元，并在运城神池庙、薛店村家庙、闫景村祖
师庙三处设粥场舍饭。数月后，家中粮囤空
虚无粮，他们就派车马四处购粮。此次舍饭
直到来年秋田丰收。李家赈灾救荒的善举美
德很快传遍晋豫等地。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
山为其家庭颁发了“博士济众”的牌匾，万泉
县县长亦颁发了“乐善好施”的牌匾。民国二
十年，为解决村民吃水困难，在村南买地建
池泊，李道荣和闫景村村长商议费用由村民
均摊，道升说不足部分由他支付，结果他家
出资最多，还给修池泊人管饭发工资。1929
年大灾后，适逢天降甘霖，但百姓无种子下
种，李道行就将自己的商铺抵押，购回麦种，
无偿送给村民下种。

商贸：繁华古镇

闫景自古官方称村，但民间特别是附近
村庄皆称“闫景镇”。不光万泉，就连毗邻的
荣河、猗氏一带也称闫景为“小北京”。

闫景地处运城、河津、新绛、侯马等南来
北往之要道，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它四
邻的南庄、北薛等村皆为它的卫星村，于是
它自然成为十里八乡的货物集散地。特别是
闫景确定逢三、八集日，更促进了闫景经济
繁荣。村中之东西大道、南北大巷，逐渐建起
商铺，后李氏家族迁入该村，逐渐将商店扩
大到陕西、甘肃、宁夏、天津、上海、广东等
地，先后发展到 80 处，同时带动了闫景村的
店铺发展。据村中耄耋老人回忆，当年闫景
就有 4 家车马大店，两家肉铺，还有馍铺、绣
花局、诊所、纸扎铺、轧花店、杂货铺、银炉、
理发铺、绸缎布匹铺、中药铺、杂货铺、染坊、
糖业烟酒、粮栈、木匠铺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在闫景烧杀掠
夺，无恶不作，李氏族人四处分散，闫景古镇
从此走向衰落。

改革开放后，随着李家大院成为运城市
4A 级旅游景点，又在其对面建起笑话博览
园，进一步拉动了闫景村沿街商贸繁荣。现
在，闫景村的东西和南北大街进行了仿古立
体墙面改造，新建了下水道，完成了绿化+微
景观打造工程，街面整齐划一，错落有致，形
成晋南特色美食一条街和民俗文化一条街。

压题照压题照：：如今的闫景村街面整齐划一如今的闫景村街面整齐划一，，
错落有致错落有致，，宛如后土大地上镶嵌的一颗明宛如后土大地上镶嵌的一颗明
珠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方斌陈方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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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解

放放

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乃天下父母之殷切
期望。但如何培养子女
的气质、气度、气魄、气
概、气宇、气派、气节、
气 望 ，请 君 听 我《 养

“气”箴言》。

要养志气，不养娇气；
要养勇气，不养霸气；
要养大气，不养小气；
要养正气，不养邪气；
要养骨气，不养傲气；
要养锐气，不养钝气；

要养和气，不养恶气；
要养义气，不养戾气；
要养虎气，不养鼠气；
要养才气，不养庸气；
要养雅气，不养俗气；
要养贵气，不养贱气；
要养富气，不养穷气；

要养灵气，不养愚气；
要养秀气，不养霉气；
要养华气，不养傻气；
要养喜气，不养丧气；
要养人气，不养死气；
要养仙气，不养鬼气；
要养阳气，不养阴气；

要养血气，不养脾气；
要养精气，不养虚气；
要养朝气，不养暮气；
要养财气，不养背气；
要养名气，不养骄气；
要养福气，不养晦气；
要养老气，不养稚气；
要养真气，不养假气；
要养静气，不养躁气；
要养文气，不养流气；
要养景气，不养惫气；
要养侠气，不养痞气；
要养清气，不养浊气；
要养香气，不养臭气。

养“气”箴言
■淮战科

壬寅五月，携三五朋友，再赴
扇园探望书法家老曹。五月的晋
南，条山如屏，村陌如画，走进扇
园，但见万千树木，郁郁苍苍，遮
天蔽日。红尾鹊穿梭翩跹，低婉浅
唱；松柏竹随风起舞，怡然自乐。
老柿拈花，新杏初黄，红豆杉嫩叶
渐长，银杏树老枝新芽，猎猎生风
十杆旗，重重叠叠书山路，别具洞
天一园地，迥异昔年乱石滩。

沿一条新铺的石板小径，我
们见到久违的扇园主人。老曹年
逾八秩，矍铄健朗，神采依然；一
方石桌，数页宣纸，恰万里疆场，
正恣意驰骋。周围墨香与花香环
绕，飞蝶与翠鸟共舞，树木与文化
相融，精神与文明并存；几枚山
石，数座亭台，正是闲章缀点，成
就了书法，慰藉了乡愁。

扇园新添甘棠，年五十有五，
枝挺叶茂，高齐云天。上有红绸匝
身，下有炮屑遍布，湿土未干，喜
气盈枝，宛佳人新娶。老曹端坐树
前，一人一树，两两相悦。甘棠从
遥远的大周走来，昔召公于甘棠
下听闻政事，不避权贵，美名与甘
棠共存。今老曹以树为碑，彰显召
公德政，寄希望每一位过客，以古
为鉴，爱甘棠如爱黎民。

园内有竹，扎根破石，密叶孤
高，蔚然成林。它们老干扶新枝，
新竹高旧枝；它们咬定山石贫瘠
地，任尔东南西北风。山风浩荡
时，它们潇潇如歌吟；林静无语
时，它们低头沉思，谦谦如哲人。
竹影密林里，老曹时常漫步其中，
遥想七贤的恣意放歌，超然物外；
揣摩郑燮的书画名作，听民间声
声。虽身在山野，却怀凌云之志，
清风亮节，磊落成千古君子。

沩汭亭朴实简陋，却能听风
闻雨，望云赏月。瞻中条叠嶂，峰
峦飞瀑，沩汭二河，穿秦汉烟云，
明清风雨，潺湲相闻。昔舜居沩
汭，与民同乐，今老曹居此，念虞
舜美德，朝夕相伴，洁身独好。

老曹与扇园，不离不弃，一笔
一锄，秉随左右。春夏秋冬，寒来
暑往，荷锄除草，植树不止。晨有
松露湿衣，暮有微风拂尘，看树生
树长，花开花落。接纳老树，迎来
幼小，施肥喷药，松土灌园，悉心
培育，倾之所有，不知者以为是位
勤快称职的老农，熟悉者却无法
与往昔风光无限的市长相连。

老曹爱自然，体天识地，化松
涛竹吟于笔锋，无论方圆曲直，横
竖撇捺，亦游刃有余，自成一家。
杏花烟雨，雪松翠竹，四时风景，
皆融汇于胸，与笔墨挥洒出的往
往是：大度、宽容的人生哲理，包
容、尊重的处事行为。

有朋自远方来，老曹必邀至
扇园，留字勒石。“柏石同寿”“积
扇成林”“书山有路”……皆成永
恒。老凹、郭存魁……书界大家们
相聚，切磋书艺，石与诗与书法，
融自然之灵气，成不朽之华章。

扇园十二三亩，树木三千有
余，品种多达二三十，从百年老
树，到些小幼苗，每一株树都布满
一双手的抚摸，一颗心的关爱。这
里无论是泡桐、榆钱树，还是银
杏、白皮松……老曹都一视同仁，
在他看来万物皆有知，它们虽不
能语，却心有灵犀。老曹的竹子起
始稀疏，计划重新整合时，几乎一
夜之间，有无数竹笋破土，扶摇直
上，高及云天，他疑心一定是竹们
偷听了他的话，才用行动证明自

个儿的能力。看到竹们努力生长，
老曹只好放弃移植。有老松倒地，
仍生长不止，老曹为它悬一木牌，
上面用毛笔写道：倒了也要活！一
位铁血硬汉，不屈服命运的铮铮
骨气，让人肃然敬佩。这是一位老
人与老树，共同的人生誓言。

这里的树，没有斧刀之痛，寿
终正寝是它们的最高待遇。这里
无疑是园林之精粹，心灵之高地。
而今，老曹却挥挥手，准备将它无
偿地馈赠家乡，一种不带走一片
云彩般的潇洒。

从此，家乡因扇园而美丽，扇
园因家乡而绵延。

望 峰 亭 ，木 质 结 构 ，小 巧 玲
珑。此日，老曹与我们登临远眺。
时值正午，不远的五老峰，层峦叠
嶂，飞瀑可闻，一石一木清晰可
见，白云山风自在飘逸；回眸北
望，伍姓如镜，鹳鸟飞翔，山水相
映，分外妖娆。扇园，如一粒置于
五老峰下的纽扣，翠绿如玉，玲珑
剔透，将山与水紧密相连，正如老
曹在一块石头上所书：

中条山上望平川，
伍姓明湖映舜天。
白鹳悠悠群戏水，
风堆芦苇几重烟。

此时，老曹正依栏小憩，瞭望
他的万千树木，一脸慈爱，满目深
情。周围林木茂密，松柏飘香，山
风过处，如绿波碧浪。

老曹对树低语：百年之后，吾
已成尘，尔正当年。

言语之间，不免戚然。
树似解语，送来松涛阵阵，回

应他：岁月轮回，万岁千年，唯德
永存。昔召公有甘棠遗世，今汝有
扇园留存，何戚之有？

扇园记
■高菊蕊

本报讯 绛州澄泥砚、绛州
鼓乐、绛州木版年画、绛州云雕等

“非遗”文化，近日纷纷走进新绛
县委党校课堂。

新 绛 是 国 家 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有 71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
保护名录，厚重的历史，丰富的人
文，众多的遗存，为传承创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为深入推进“非遗”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新绛
这座古城的“非遗”文化绽放光
彩，打造“晋国古都、天下雄郡、华
夏乐府、三晋名州、荀子故里”五
块金字招牌，今年以来，新绛县委
党校创新教学培训形式，把新绛

“非遗”文化融入主体班、青干班

等各类班次的培训课程体系中，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们将绛州
澄泥砚、绛州毛笔、绛州云雕、木
版年画、绛州鼓乐、剪纸等各类

“非遗”文化引进课堂，将文化传
播、艺术鉴赏与技艺传承、实践演
练相结合，将“非遗”文化推向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学员
们不仅了解各“非遗”产品的历
史、特色及制作工艺，同时现场亲
身体验“非遗”产品的制作过程，
真切感受“非遗”文化带来的魅
力。活动真正让“非遗”文化走进
党校，走进生活，提高了学员对

“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认识，
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非遗”文化进课堂授课形式
新颖，用“活”了党校课堂这个党

建阵地，引领党校培训工作开创
了新模式，既弘扬了本地“非遗”
文化，也营造了保护、传承、发展

“非遗”文化的良好氛围，体现了
新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
与风格。

“‘非遗’文化进课堂这种接
地气、有内涵的‘非遗’保护与传
承形式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将‘非遗’文化纳入我们的课
程体系之内，赋予‘非遗’文化鲜
活而持久的生命力，赋予传统技
艺更多的时代内涵，不仅有利于

‘非遗’文化的发展壮大，更有利
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可持
续发展。”新绛县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卫红鸽说。

（卫世新 家丽平）

新绛：“非遗”文化走进党校课堂

我的运城我的运城我的运城我的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