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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走笔绿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走笔绿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走笔⑥⑥⑥ 闻喜篇闻喜篇一套反映河东优秀传统文化的“典
藏古河东丛书”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根基”。

古老的河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明博
大。2017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
山西考察调研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
中十多次提到河东地区优秀传统文化，
并指出：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升道德情操、树立良
好风尚、增强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
对河东文化如此熟稔，如此关心，让运
城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倍感温暖。

河东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运城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安排部
署对河东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挖掘河东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结合时代要求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运城文化
软实力，增强运城文化竞争力。市领导
以炽热的文化情怀，决定组织省内知名
专家学者，首先编创一套河东历史文
化丛书，对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中关于河东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内容系统阐释，传承河东
文化基因，讲好古中国故事。市委书
记 丁 小 强 亲 自 策 划 ， 统 筹 审 定 书 目 ，
多次听取汇报，提出指导性意见。市
长储祥好对这次主题性创作提出具体
要求，并从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保
证这项工作顺利实施。

2021 年 4 月 8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王志峰主持召开座谈
会，联合山西省作协，共同邀请山西 11
位学者型作家，研究如何阐释河东优秀
传统文化。作家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
交流，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河东文化犹如
一座精神富矿，不仅在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散发出夺目光彩，而且在今天依然充
满 着 智 慧 和 力 量 ，具 有 独 特 的 时 代 价
值。大家都希望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把
河东历史上古圣先贤的深邃思想和不
朽精神彰显出来，把河东文化蕴含的哲
学理念和人文道德阐发出来，把河东优
秀传统文化应有的历史风度和时代风
采展现出来。

在座谈会上，成立了以王志峰同志
为主任的编委会，聘请时任省作协主席
杜学文、北岳文艺出版社原社长王灵善
和我市资深作家王西兰三位专家为顾
问，研究了创作凡例，规划了创作时间，
根据作家研究领域和方向，确定了 11 个
创作课题，分头创作，合力呈现。

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这项文学创
作工程正式启动。

11 位作家多年来对山西文化潜心
耕耘，对古河东文化研究颇深，但编委
会还是以礼敬历史的态度，组织大家再
一次深入河东大地，沿着先贤足迹深入
考察，摸一摸春秋文化，踩一踩秦砖汉
瓦，遥祭后土、后稷，对话关公、温公，探
寻先贤那伟岸的背影，感知古都那丰厚
的底蕴，沉浸式体验这片热土上悠久浓
郁的文化气息。

文学创作是愉快的，也是艰辛的，具有丰富学养的作家们以饱满的
热情潜心研究、认真创作，既遵循唯物史观，秉持严谨的学理品格，尊重
历史，力求客观准确，使作品有筋骨、有灵魂，同时也根据新历史文学理
论，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用新的思维、新的角度诠释历史，在新的语境中
表现历史，挖掘传统历史文化对现实的影响，拉近今人和古人的距离，
把故事讲到读者心里，拿出文质兼美的高水平之作。因为大家都明白，
只有思想和艺术相得益彰，作品才能立得住，传得久，有生命力。

编委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每位作家反复沟通、不断商榷。作为一套丛
书，每一本都要遵循统一的创作凡例，风格力求一致，篇幅大体相当，甚
至注释、引用都要按照统一的规格，每本书的书名字数也宜相同，最终
11 本书分别定名为：皇皇后土、先蚕嫘祖、巍巍帝尧、农神后稷、德孝舜
地、大夏禹都、后圣荀子、天下裴氏、千秋武圣、大历诗冠、司马温公。

经过 8 个多月的精心创作，到 2021 年年底，11 本书第一稿全部完
成，杜学文、王灵善、王西兰三位专家老师统一审读，对每本书都提出了
修改意见，作者根据审读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到 2022 年 3 月份，全部
书稿交给作家出版社，出版社编辑再次审阅，又提出修改意见，作者又
一次进行了修改，有的内容甚至修改三遍到四遍，反复打磨，精益求精，
直到 6 月份最后定稿。同时，封面和装帧设计乃至包装更是用心，前后
共设计了 8 套方案，多次征求意见、比较筛选，精雕细琢，力求高品位高
质量。

该项工作得到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的充分肯定，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张平和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代文学馆馆长李
敬泽，两位运城籍的文化界领导，对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十分关心，应
编委会邀请，欣然提笔作序，这是对运城文化事业发展的巨大鼓舞和促
进。同时，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倾
情协调了出版事宜。各位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为把这套丛书打
造成为文化精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以载道，文以聚力，文以铸魂。这套丛书穿越历史时空，以真实的
历史质感和新历史文学思维，再现了河东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塑造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河东先贤的文化人格，让矗立在神州大地的一
座座历史精神丰碑，在新时代的恢宏背景下继续散发出灼灼光芒。

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挖掘阐释河东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与时代发展同
步，既是我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
动，也是我市文化强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通过驰而不息地实施这项
工程，促进河东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发展相协
调，进一步增强运城文化自信，扩大运城文化影响力，更好地为我市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提供文化滋养，增添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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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脉一路绵延，行至闻喜，更显
雄伟壮丽。

是 2600 条纵横交错的沟壑、3688 个
星罗棋布的磨盘岭，塑造出闻喜独有的
气质和品格。

闻喜得名于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南越
平叛大获全胜，那是公元前 111 年的故
事。

21 世纪的今天，裴氏文化依旧响彻
全国，因为“将相接武、公侯一门”；
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先后出过裴
度 等 59 个 宰 相 ， 裴 行 俭 等 59 个 大 将
军，是中华文明中熠熠生辉的明珠。

今天，我们追随闻喜县的脚步，走
进他们绿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
范带的建设中，感受其中不变的情思，
看看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延续传统的
同时，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寻求新
的突破。

故事，从传统工业的篇章掀开，然
后走进乡村振兴的山谷，在一个寂静的
曹家沟开启新的旅程……

传统工业焕发活力

闻喜县城西新区，一座玻璃文创馆
拔地而起。

在工地现场，机器轰鸣声隆隆，头
戴安全帽的工人也在有条不紊地施工。

“目前玻璃文创馆土建、外部装修已完
成，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包括电梯、中
央空调、涂料等。”玻璃文创馆项目技
术负责人傅长林说，“闻喜玻璃工业历
史悠久，文创馆建成后，会将原本散乱
的玻璃工厂集中起来，进行展览、推广
等。”

玻璃文创馆的兴建，意在将闻喜的
传统工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形成一条
闻喜独特的产销工业旅游线。其中，最
具特色的就属一楼和三楼。一楼为闻喜
玻璃展示厅，将闻喜玻璃样品、精品在
此 处 集 中 展 示 ， 不 仅 方 便 外 地 客 商 选
购，同时方便市民、游客参观、了解闻
喜玻璃工业的发展历程。三楼则是电商
直播区，希望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中，
搭上直播带货的顺风车，通过网络，将
闻喜玻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山西晶尊水晶科技有限公司与玻璃
文 创 馆 一 墙 之 隔 ， 如 此 特 殊 的 地 理 位
置，又与文创馆有着怎样的联系？带着
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该公司的 3 号生
产车间。在这里，记者看到一个个造型
精美的玻璃花瓶从全电玻璃电熔炉中生
产出来。“我们公司是去年招商引资而
来 的 ， 与 文 创 馆 达 成 了 工 业 旅 游 的 协
议。游客们参观完文创馆，可以通过一
条小路来到我们的生产车间，近距离了
解玻璃制品的制作流程。”山西晶尊水
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晓海说。

这家公司的老板任金奎其实就是闻
喜人，早年主要在外地做玻璃制品销售
工作，负责把闻喜玻璃推销出去。去年
招 商 引 资 回 来 后 ， 开 辟 了 自 己 的 生 产
线，雇用闻喜经验丰富的玻璃手艺人，
想为家乡作贡献。

走 出 工 厂 ， 眼 前 的 中 条 山 绵 延 巍
峨，悠悠绿色好像在诉说着代代闻喜人
不变的初心。

绿色绘就乡村振兴的底色

“这里面种的是小油菜，刚发芽，10
天前才播种的。”在河底镇乡村振兴蔬菜
产业园 8 号大棚前，河底镇坡申村驻村第
一 书 记 赵 鑫 向 记 者 介 绍 该 村 种 植 的 蔬
菜，“产业园有 17 个大棚，交由 5 个村管
理种植，主要种植香菜、上海青、茼蒿、生
菜等，多销往河南和陕西，坡申村主要负
责其中 3 个大棚，分别是 6 号大棚、7 号大
棚和 8号大棚。”

河底镇是传统农业大镇，在实施乡
村振兴、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上面临着地
理位置偏僻、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投入难
见成效的难题。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衔接成效，河底镇实施了河
底镇乡村振兴蔬菜产业园项目建设，流
转集镇附近、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的优质
农田，投资 210 万余元建设一区项目标准
化温室大棚 17 座，并配套建设管理用房、
卷帘机等辅助设施，为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带来了设施农业、规模产业发展新模
式。

9 月 9 日，记者在河底镇乡村振兴蔬
菜产业园看到，17 个大棚背靠青山，整齐
有序地排列着。每个大棚前写着对应村
子的名称。走进由坡申村管理的 8 号大
棚，泥土里微微泛了点儿绿意，凑近一
看，像是蝴蝶翅膀的绿叶子刚刚冒出了
头。在这些可爱的绿叶子背后，是坡申村
人走向乡村振兴的希望。

“就拿 8 号大棚来说，8 月 31 号开始
种植，每天十来个村民在这个大棚里埋
头耕耘，看到出芽别提多开心了，施肥、
浇水、监测一样都不敢掉以轻心！”坡申
村党支部书记贾健康说，“镇政府依规，
将蔬菜产业园一期项目资产确权到集体
经济薄弱的 5 个脱贫村，村子里也依托大
棚，为村里的低保户、脱贫户、监测户等
经济困难的村民提供务工岗位，让他们
负责大棚的日常管理，确保他们有事做、
有钱赚。”

说起乡村振兴，贾健康更来了兴致，
他说坡申村不仅有蔬菜产业园为村子致
富增收，还有一条“高山果园”的路子。沿
着陡峭蜿蜒的山路，记者和贾健康一起
走进了坡申村下庄组，在中条山前沿，实
地感受勤劳淳朴的村民将荒山变成果林
的故事。

河底镇坡申村下庄组位于闻喜县南
垣，临近闻垣路，交通便利，现有 114 户
375 人，耕地 700 余亩。为了增加村民收
入，积极探索壮大村集体经济，从 2019 年
3月开始，村里花费 300多万元，对村南磨
盘岭荒地进行综合开发，修建 300 立方米
蓄水池一座、硬化田间路 1200 余米、平整
南岭坡地 260 余亩，完成 200 余亩水肥一
体自动化节水灌溉管道铺设……山上栽
植了珍珠枣油桃、鸡心果、维纳斯黄金、
西洋梨、红香酥梨、金太阳杏、凯特杏等
18 个果树品种，18000 余株。截至目前，珍
珠枣油桃、鸡心果、维纳斯黄金已开始销
售，市场反响较好。

在综合开发前，属于中条山前沿的
磨盘岭，一片荒芜，除了杂草外没有一丝
绿意。“村民当时就是凭着顽强的意志
力，依靠愚公移山的精神，将荒山变成果

林！”坡申村党支部副书记、永盛农牧专
业合作社法人牛永庆站在高处，看着眼
前漫山遍野的苹果树，十分自豪。

牛永庆给记者摘下来一个维纳斯黄
金苹果，将套在表层的袋子取掉，咬一口
苹果，汁水四溅。“这是我们苹果园最好
的品种了，再过段时间，就到收购它的时
令了。”牛永庆说。很难想象，究竟是什么
样的力量支撑坡申村下庄组去将荒山改
造成果林，还为此修建了一条略显陡峭
的平整山路。

如今，坡申村的乡村振兴事业就像
蔬菜产业园里的一颗颗种子，从最初的
小芽已经长成了约 2 米高的果树，遍布在
山峦之间。登高远望，那望不尽的绿就是
他们源源不断的希望。

露营经济走进汤王山

驱车顺着闻垣路向汤王山前进，行
进大约两个小时，才到达蜿蜒山路的尽
头——石门乡白家滩村曹家沟。这里也
是汤王山“森愈秘境露营地”的所在地。

白家滩村由多个自然村组成，分散
在中条山腹地，曹家沟就是其中之一。尽
管白家滩村常住人口有 103 户，可曹家沟
仅剩 4户。

9 月 9 日，记者走进露营地，拾级而
上，来到一片略为开阔的草坪。放眼望
去，这里散落着 6 顶大大小小的露营帐
篷。向高处远眺，四面环山，层峦叠嶂，营
地被数不尽的奇石青松环绕着。继续往
北走，看到汩汩流淌的山泉水，这条水流
走过的地方，孕育着无尽的绿色与生命。

“之所以选择白家滩村做露营营地，几乎
不可复制的自然风景要占首位。”营地项
目负责人李楠说。

继 续 交 谈 中 ，李 楠 告 诉 记 者 ，他 从
2008 年偶然到访曹家沟，就年年来这里
放松游玩。“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有林海，
有溪流，就连身旁的山楂树都有 15 年以
上的树龄。包括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我
也把之前的杂草地用青草坪替换掉了。”
早在今年帐篷经济爆火以前，李楠就已
经在曹家沟有 2 年多的露营经验，“那个
时候只是个人爱好，喜欢这里的自然风

光，享受这里清新的空气，就和家人朋友
带着装备，自己找块儿地，搭起来帐篷。”

今 年 七 八 月 份 ，城 区 里 酷 暑 难 忍 ，
“森愈秘境露营地”成为不少人避暑的选
择。“营地今年 8 月开业，主要宣传方式就
是抖音短视频，每天晚上都是满员，游客
过来留宿还得提前预订才行。”李楠介绍
说。一顶帐篷就撑起来一片天地。在基地
里，帐篷、配套桌椅、晚间照明灯、小挂灯
等大众设备随处可见；停车场、卫生间、
游客中心、淋浴间等配套设施也已准备。
在未来的宣传计划中，李楠给记者展示
了一部分自己拍摄的营地片段，这方小
天地的四季轮转，都在画面里一一呈现，
春风为草木带来的生机、夏日迷醉的晚
霞和蝉鸣、秋雨纷飞给绿叶披上一层清
冷、皑皑白雪又为高山增添了几分雄浑
……“ 就 在 今 年 吧 ，把 这 些 片 段 整 理 一
下，好好弄一个宣传片，毕竟现在短视频
是宣传的主角。”这名年纪 30 来岁的负责
人，讲述着年轻一代创业者对文旅宣传
的理解，从他的话语中，也能感受到他对
脚下这方土地的热爱。

汤王山的不可复制性，不仅体现在
松林铺就而成的绿浪中，更有其自商汤
而 来 依 然 屹 立 于 悬 崖 峭 壁 之 上 的 汤 王
庙。说起汤王山的历史，它在《山海经》中
可寻到蛛丝马迹：那是公元前 1600 年，成
汤于此发兵，鸣条一战，灭夏建商，由此
奠定商朝 600 年基业……不仅如此，海拔
高达 1752 米的汤王庙，始建于商、周，又
经唐、明、清历代重修扩建，历经数千年
风雨之后，殿内山石依旧古朴精妙，可寻
往昔痕迹。这样一处汤商文化底蕴丰厚
的景观胜地，就是放眼全国，也仅此一
家。

从营地出发，步行上山，约莫 90 分
钟，就能抵达汤王庙。可以说，营地的建
成，是在原本单一的登山旅途中，增添新
的风景。游人们走到这里，也多了新的选
择，他们可以进来歇歇脚，还可以走进村
子，感受乡村淳朴的风光。李楠讲起营地
与汤王庙的关系，说这就是通过新的业
态经济，把乡村、生态、文旅融合起来的
示范性尝试。

记者在离开营地路途中，遇见一位
身穿蓝衣、坐在板凳上晒太阳的老人家，
他的脚边有两只懒洋洋的橘猫和一条瑟
瑟发抖的白狗。“这狗娃发抖是因为老
了，15 年了。”老人家开口，对着记者十分
热络地聊起天来。他说，他是白家滩村卫
生室的乡村医生，今年 75 周岁的他，已经
在岗 40 余年。“我都退休 15 年了，但是村
子里总得有医生，你看那块牌子，上面有
我的名字和照片，我是老中医了，但是西
医也行，量血压、测体温这种都能干。”老
医生十分自豪地指着卫生室上的公示牌
——乡村医生秦云安。

“曹家沟人不多了，常住的就 4 户人，
待在这深山里小乡村，赚不到什么钱，年
轻人，基本见不到咯。但是上个月来了好
多人！汽车就好多辆！都是来露营营地
的，大人、小孩都有，可热闹，几年都没见
过这么闹哄哄的场面了。”秦云安笑呵呵
说起最近的变化，“你是没见上月，就连
我这卫生室都热闹很多。你说这爬山、野
营啥的，玩开心了难免磕磕碰碰的，我就
给游客上上药。收费？收费咋好意思收费
的，都是小毛病，能一起聊聊天就很满足
了。”

李楠也说，曹家沟只有 4 户人常住，
但他还说了，现在帐篷营地也只是试营
业阶段，后续还有两块地等着开发整理，
按照目前的客容量，也就容纳三四十个
人。只不过，这 40 名游客，对于寂静的曹
家沟来说，已经很多了。按照李楠的构
想，他最期待的事情，是通过帐篷营地为
村子带来增收途径，同时让人留下，让人
回来，让曹家沟乃至整个白家滩村生发
更多持久的活力。

思 接 千 古 兴 悠 悠
本报记者 牛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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