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绛北大峡谷绛北大峡谷

一座山脉，可以为一个城市带来什么？
有它的名字，因紫金山而得名，史称古绛，现

为绛县。
有“七山二岭一分川”的地形地貌，收获了

“绛山晓日”“华峰晚照”“石洞飞云”“沸水濂波”
等十大景观。

有 72 处新石器遗址，175 处文物保护单位，这
里历史悠久，人文资源璀璨丰厚。

全县 70%为山区的绛县，风光旖旎、壁立峰
挺。也正是这样的山区布局，这里成为全国最大山
楂基地，华北地区最大的大樱桃种植基地、梅花鹿
养殖基地，拥有“地理标志农产品”山楂、大樱
桃，是山西省中药材富集县、山西省药物培植基
地。

近年来，绛县贯彻“两山”理念，加快建设绿
水青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努力打造“春
观花、夏嬉水、秋赏叶、冬滑雪”四季旅游无淡季
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建成“晋南地区户外休闲胜
地”“旅游避暑胜地”“历史游览胜地”。

可以说，在生态价值转化为发展价值这条路
上，绛县，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在这漫长的旅途
中，绛县总能与新的风景不期而遇，最终化为无数
个缩影，那是一片峡谷、一个村落和一座新城。它
们交相辉映，点亮绛县的发展新格局。

破解绿色密码 四季风景如画

走进绛北大峡谷，温度比起城区要低上不少，
目之所及，尽是深深浅浅的绿色。坐导览车上山的
过程中，绛北大峡谷景区负责人侯朝辉与记者闲
聊，说峡谷里森林资源如何丰厚，景区又如何依托
自然资源打造出有趣好玩的项目吸引游客。景区内
的诸多巧思，还要从这条登山路说起。

当年因景区内道路规划，无奈只能砍伐 4 棵树
木，而在后续的建设中，侯朝辉又在道路两旁栽植
1 万多棵树，包括柳树、法桐、碧桃、樱花树等。
在他看来，“景区最需要保护的就是生态”。

如今，一条平坦的登山路可以让游人乘坐导览
车，还可以漫步小路，欣赏沿途风景。也正是因为
这条路，串联起景区石娥古村、冰雪大世界、九连
潭水文景观、玻璃吊桥、网红佛手、空中别墅等项
目，打造出峡谷独有的沉浸感，增加市民游客的娱
乐性，以此打造出一处四季皆可游玩的风景胜地。

说起四季游玩，要知道，景区都有旺季和淡季
之分，为让景区四时皆有游人，侯朝辉可是费了一
番功夫，特别是冬季利用山势落差所做的水系和冰
雕，填补了休闲景区的冬季空白。在景区里，大概
每走五分钟，就能遇到一处游玩之地，栈桥、凉
亭、秋千、树林掩映的露营基地……在这里，孩童
嬉水，大人放松，还有游客拿出手机现场直播，好
不惬意。

自然风光秀美的大峡谷，生态环境又如何得到
治理和保护呢？

景区成立专门的指挥领导组，对景区内垃圾处
理、防火、防汛进行监察巡逻；中条山护林站和绛
县林业局管护站在火灾高发季对景区实时监测，每
天每隔一个小时都有专人进行巡查，以防掉落的松
针、叶子因天气干燥，形成山火。

“不仅如此，景区还提供了卫生管控团队、安
保系统、车辆秩序维持员等确保景区正常、安全运
转的近 80 个岗位。值得一提的是，景区内所提供
的岗位均由磨里镇周边村民就职，也带动了周边村
民增收。”绛北大峡谷景区副总经理刘新亮说。

“在未来，景区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优势，围绕
‘天下第一县’品牌，以秀美的山水资源为基础，
以打造康养基地为出发点，以写意灵动山水为主
题，去冲刺 AAAA 级景区，把绛北大峡谷风景区打
造成春赏花、夏漂流、秋赏叶、冬戏雪的全年运营
形态，致力使之成为三晋地区旅游业的一颗璀璨明
珠。”侯朝辉说。

依托历史文化 再塑乡村风貌

从沁东线拐入一条平整的乡间路，两旁的大棚
和玉米田整齐排布。单是这一景象，横水镇乔寺村

还并未展显出它的独特之处。继续向南走，铺满村
落的绿意，随着苍翠的中条山愈发清晰。待记者经
过了“廉政文化长廊”“清廉绛县作风建设主题公
园”“ 《爱莲说》 彩绘墙”等村内景观后，此时，
乔寺村的主基调堪堪落定——一座碑楼，一池荷
花，映出农文旅融合的动人画卷。

乔寺村北邻涑水河，南望中条山，风光秀美，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村内广场伫立着的国保单位乔
寺碑楼，自清代起，就见证着这座古村落的变迁。
记者在碑楼前见到了乔寺村党支部书记张占群，他
说：“提起乔寺村，就不得不提乔寺碑楼，现如今
村子的建设都是围绕着碑楼发展的。”一阵风吹
过，碑楼飞檐翘角处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似乎
在诉说乔寺村的振兴之路。

古村落里的百亩荷塘，成为乔寺村人走向幸福
生活的重要引擎，更承托起乡村振兴的生态蓝图。
这一对全村发展起至关作用的产业，就与乔寺碑楼
有关——建起 200 亩的荷花池，就是为了再现“荷
映碑楼”的美景。记者跟随张占群走到荷塘旁。9
月的池中已无荷花，仅剩比肩接踵的莲蓬和碧波荡
漾的荷叶。据他介绍，荷塘本就是产业，平均每亩
所产莲菜可达 1250 公斤，每公斤可以 2.5 元钱的价
格售卖；就在莲叶之下，还养殖有草鱼、鲫鱼、鲤
鱼等品种。这便是乔寺村的水产立体养殖。依托荷
塘本身深耕文旅内容，延长产业链，最终形成了

“生态+休闲+娱乐”的生态农村旅游业态。
那水面之上的荷花，又怎样发挥着它的价值

呢？
2020 年，乔寺村首届“荷花文化旅游节”成功

举办，一度成为“周边游”的网红打卡地。两年时
间过去了，今年的农历六月六荷花节如约而至，并
迸发出强大的文旅消费潜力，将荷花的观赏价值进
一步转变为经济价值。“荷花节那几天，村子里挤
满了人，邻村的、城里的、隔壁县的，大人、小
孩、学生，从广场一路排到了村口。”村民张利民
形容荷花节的情形，话头最后落在了“摆摊”上：

“这么多人，村民就合伙在广场这边摆起摊来，每
个摊位都是全家出动售卖矿泉水、小玩具、美食小
吃等，天天卖断货，日营业额能上千。”张利民平
时主要务农和做家具生意，家庭收入结构简单，但
荷花节所带来的文旅经济效益，不仅进一步丰富了
他们的收入结构，更重要的是现身说法让越来越多

的乔寺村人选择留在本村就业发展。
这荷花节爆火的原因，当然还应该从生态当中

寻求答案。
炎炎夏日，市民游客来到清凉静谧的乔寺村，

登上一叶小船，划入藕花深处，欣赏盈盈芙蕖；岸
畔垂钓区闲适放松，清风拂来，还有阵阵莲香；仰
头欣赏乔寺碑楼精美绝伦的砖雕技艺，探寻往昔痕
迹……而就在几年前，村内街巷里到处堆放着柴草
和生活垃圾，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现时的百亩荷塘
当时也不过是一片片荒废的土地。

如今，全村整洁卫生，绿植丰盛，文化景观点
缀其中，已被建设成集湿地文化、湿地产业、湿地
生态教育、湿地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湿地生态公
园 。 骑 着 三 轮 车 的 村 民 路 过 “ 《爱 莲 说》 彩 绘
墙”，直言满墙的绿色令人心情舒畅。“未来要进一
步加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就是对广场附近
的路灯进行提升改造，进一步扩大夜游优势，也为
村民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张占群说。

立足生态优势 创建文旅新城

依托生态底色、人文底蕴，绛县下一步发展的
方向又在哪里？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涑水新
区 （一期） 工程施工现场。在林立的塔吊间，县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涑水新区项目常务副组长薛云
涛指出绛县城区目前的发展短板，其中一个就是缺
少大型综合商业区。薛云涛日日都要来工地确保工
程有序进行，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涑水新区的项
目，承载着绛县人民对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愿景，最
终将实现“绿色主旋律，城区当景区”的美好构
图。

放眼全局，涑水新区规划建设两万余亩，正好
位于“沿涑水河田园风光示范带”与“绿水青山中
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的交会处，通过山河相
依的生态优势，在老县城以南再造一座“城中有
景、景中有城、景城融合”的公园式新县城。借助
涑水新区沙盘，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沿着蜿蜒流淌
的涑水河，将发展的成果带入千家万户。在正在建
设的一期项目中，3 条直通涑水河的公路连接起新
区与河道、星级标准的酒店建设满足城市发展的需
要、商业综合体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城市会客厅凝聚绛县人文之光与历史之魂……“涑
水新区项目建成后，将会完善绛县的整个城市功
能，集散来绛游客，带动发展动能转换，提升产业
承载力，是绛县县委提出的‘开放宜业之县、生态
宜居之县、人文宜游之县、善治宜乐之县’四宜之
县的标杆示范。”薛云涛说。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建设投资 9.14 亿元，主要
包括星级酒店、商业综合体、城市会客厅和三条道
路的建设。其中，酒店用地面积 37.3 亩；商业综合
体用地面积 39.6 亩；城市会客厅项目含文化美术
馆、政务服务与大数据服务中心、博物馆、综合档
案馆、游客服务中心、人民剧院、科技馆和图书
馆，项目用地面积 102.1 亩；直通涑水河的文公南
路、紫金山南路、中条山南路，总长约 4.9 公里，
建设内容包括铺装地下管网、上下水、绿化、亮化
等。

记者跟随薛云涛来到星级标准酒店的施工现
场，这座 20 层的建筑正进行主体架构的搭建。据
悉，该酒店将于今年年底封顶。顺着施工便道，来
到城市会客厅施工现场。该项目监理卞红明介绍，

“在项目开工以前，这里满是荒野，杂草遍布”，但
这里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招商环境良好、政府支
持力度大。让他颇为自豪的地方是，“一点点看着
原先的黄土地搭建起钢筋水泥、修建好平整道路，
在未来，涑水新城会成为风光秀美的绛县一张新名
片”。

涑水河绛县城区段生态治理工程地点位于绛县
古绛镇、陈村镇，分为水利工程和景观工程两部
分，项目总投资 6.45 亿元。水利工程主要是对涑水
河主干及其紫家峪支流进行主河槽疏浚，涑水河干
流长 6.8 公里，紫家峪支流长 1 公里。涑水河新建
巡河路长度 13.49 公里，园路 10.24 公里；紫家峪新
建巡河路长度 1.9 公里，园路 0.8 公里。新建钢坝闸
5 座，液压钢坝闸 2 座，跌水堰 21 座，跌水 4 座，
形成蓄水面积为 21.07万平方米。

景观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沿河景观工程、景观绿
化工程、停车场、服务驿站、观景平台、城市家具
及相关电气、照明、给排水等工程项目。其中，沿
河景观工程包括河道两侧景观设计、涑源公园景观
设计、郊野公园景观设计、古堡遗址设计。截至目
前，涑水河生态治理工程已完成河道确权线内工程
量，正在进行涑水河主河道河床清表，河床基底开
挖，河岸堤防填筑，跌水堰、溪流槽、钢坝闸等构
筑物混凝土浇筑等工作。

据介绍，绛县综合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自然
风景等多重因素，还选择位于中条脚下、涑水源头
的陈村镇建设绛县中医医院康养中心，通过“医养
结合”的康养新模式，可有效解决养老院不方便就
医、医院里不能养老的养老及就医问题，康养中心
内含智能化生活设施及室内外活动场地，拥有专业
的健康管理团队，是患病、失能、半失能老人颐养
天年的理想福地，不仅让老人“老有所依”，更让
老人“老有所医”，从而开创智慧养老新格局。

摄影：本报记者 常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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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嫘祖养蚕缫丝的西阴等你
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在这里发掘的
半个蚕茧
证明嫘祖故里在西阴不只是口耳相传
而且告诉世人
西阴就是美丽的东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起点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师村遗址等你
它比西阴的文化历史更为久远
特别是石雕蚕茧的发现
为嫘祖养蚕于斯提供了新的佐证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涂山氏女娇望眼欲穿的青台等你
为大禹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
治水精神顿生崇敬
更为女娇吟出的中国第一首情诗

“候人兮猗”而深深感动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禹都安邑在繁华落尽的
禹王城遗址等你
这座曾经的华夏第一都夏朝首府
曾经的“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都
如今只残存一堆沧桑硕大的夯土层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商代贤臣巫咸父子隐居的瑶台等你
远望耸立的文峰塔 邀一轮明月
对酒当歌 踏歌而行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春秋义士介子推的故里裴介等你
割股奉君功成身退舍利禄弃功名
介公的忠肝义胆赢得四海寒食千秋尊崇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享誉古今的书法大家卫夫人文化园等你
赏这位“女中笔仙”书圣王羲之启蒙老师的

“簪花小楷”
在其寓教于书的“笔阵图”中感悟人生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资治通鉴》辉映的司马温公祠等你
听司马光砸缸卖马拒妾警枕的故事
仰观苏轼撰文的天下第一杏花碑碑铭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堆云洞等你
被刘少奇同志誉为“群众领袖”的嘉康杰

舍生忘死在这里传播革命的红色火种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中条山深处的晋南革命圣地韩家岭等你

走进烽火如炬的韩家岭纪念馆

缅怀先烈头可断血可流救国救民的无畏英勇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金楼山等你

听秦王李世民在此点兵

洒泪祭奠为守卫国土而捐躯的

抗日英灵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素有“华夏第一药汤”的天沐温泉等你
泡进仙气缭绕的富锶温泉中
顿感通体舒畅身心愉悦万般轻松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风光旖旎的白沙河生态公园等你
昔日的乱石滩满目荒草丛生
而今蝶变成人们休憩散心享受生活的快乐营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景色秀丽的太宽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等你
这里有金雕金钱豹原麝有水杉领春木青檀等

国家级珍稀濒危动植物种
徜徉富氧区之间气爽神清
这里不愧“中国天然氧吧”国字号美称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有着“山西红旗渠”之誉的团结渠等你
这条悬崖峭壁上凿出的 33华里的人工天河
鬼神泣天地惊
夏都儿女团结一心改天换地的激昂群情
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当代雕塑艺术的殿堂宇达青铜文化园等你

把青铜之美写满全球风靡世界的宇达人
呈上美妙绝伦的艺术盛宴
让人目不暇接恨不得
多长几双眼睛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酒香飘溢的格瑞特酒庄等你
游娇翠欲滴的葡萄园逛啧啧称奇的地下酒窖
啜一口醇正厚重的地道干红
细回味像极了人生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满目葱茏的厚民晋茶园等你
这南茶北种的香茗
既藏着南方山水的魂
又浸着北方山水的灵性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只此青绿的夏乐西瓜园里等你
尝一牙酥沙脆爽甘甜透香的夏乐西瓜
遐想人生的甜蜜就在这夏乐瓜中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盛夏避暑的好去处泗交等你
这里不仅有看不够的青山绿水
更有享用不尽的清爽宜人的温度
有城里见不到的美景听不到的蛐蛐长鸣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浪劈双崖百鸟惊的黄河绝壁等你
远眺危岩叠翠 俯瞰大河奔涌
叹山重水复疑无路
望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在夏县等你
我在钟灵毓秀绿色浸染的“运城后花园”等你
这一方宝地你养生值得托付和拥有
你来你舒心地来来了你就恋恋不舍
你就想留下来 你就不想走

我 在 夏 县 等 你
■淮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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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称“河东”的山西省运城市，日前举办了首届蒲
剧艺术周。戏剧艺术周并不罕见，然而蒲剧举办这样包
罗丰富、意旨明确的艺术周，多年来尚属首次。纵观这
次艺术周，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蒲剧艺术的名家
大家悉数云集、盛况空前；二是推动蒲剧艺术繁荣发展
在各界获得广泛共识。

山西是元杂剧的故乡、梆子戏的重镇。山西戏曲文
化之厚重、戏曲艺术之活跃，最典型地体现在晋南地
区，包括临汾、运城两市。这两个地方是蒲剧最为兴盛
的地方，人们听戏、看戏、学戏、说戏蔚然成风，戏曲
文化深入田间地头、寻常巷陌，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
想、道德、感情、审美，构成了地域文化的基础和支
柱。早在民国时期，戏迷称赞蒲剧名伶王存才道：“宁
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这里的百姓爱看戏能达
到什么程度？“宁舍十亩田，不舍一场戏。”即使到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夸赞青衣武俊英的唱腔竟然可以
说：“只要看苏三，苦累也心甘；宁走几十里，不能误

《送女》。”正是老百姓浓厚热烈的喜爱，使得蒲剧艺术
薪火相传、代不乏人、常演常青。

然而，正像整个戏曲界面临的时代挑战一样，蒲剧
这个根深枝大的老剧种，长期以来也曾走在观众流失、
市场萎缩、人才匮乏、创新无力的尴尬“囧途”。近年
来，在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加大保护和
扶持的政策激励下，在几代蒲剧艺术家同心协力的奋斗
下，蒲剧艺术日渐活力迸发、精神抖擞。尽管如此，和
京剧、昆曲、黄梅戏、秦腔、豫剧等大剧种相比，即使
是和同根同源的兄弟剧种晋剧相比，蒲剧艺术无论在戏
剧理念、审美品质，还是人才培养、剧目创编方面，都
显得整体滞后和疲弱。严肃地说，蒲剧并非小剧种，它
是山西四大梆子和多种小戏的源头，它曾随着兴盛五百
年的晋商走南闯北，它曾和秦腔一起在北京深度参与了

清代中叶以后深刻影响中国戏曲发展流向的“花雅之
争”，它曾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推了山西戏曲艺术的高潮
并以戏曲电影 《窦娥冤》 震动全国，它曾在改革开放后
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俊英腔”掀起梆子戏的现代唱
腔革命。因此，无论就适应中国戏曲的整体发展态势而
言，还是就发扬光大本身的光辉传统而言，蒲剧都需要
一次凝心聚力、踔厉奋发的远征。

作 家 白 先 勇 曾 形 容 昆 曲 是 全 世 界 的 “ 殿 堂 级 艺
术”，其实整个中国的戏曲艺术又何尝不是全世界的

“殿堂级艺术”？即以蒲剧艺术而言，其唱本之繁多、唱
腔之富丽、行当之全备、角色之精美、故事之慷慨、伦
理之正大、风格之沉雄、审美之崇高，堪称中华文化一
绝。但是，要继承和发扬好这样的文化瑰宝，最核心的
就是让它继续深入地扎根在百姓生活中。

作为梆子戏的代表性剧种，蒲剧本来就来自于社会
基层，活跃于百姓生活之中。蒲剧艺术生命力的重新焕
发，取决于我们如何推动这一古老的艺术形态实现彻底
的现代转化，从而在新时代的文化生态、文化格局中占
有一席之地。在晋南的戏曲厚土上，它甚至有潜力成为
构筑新时代审美生活的核心力量。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
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基因库，一旦被新时代的文化生产力
和文化需求全面激活，爆发的文化能量将难以测度。

如此看来，此次首届蒲剧艺术周的举办，就不仅仅
是一次体大周全的艺术盛会，而应该是新时代历史条件
下，晋南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互激荡而生发的一次深
层文化自觉和现代精神重构，这意味着在黄河之畔的中
华文化发祥地，人们重新从古典文化的母体中，探寻到
现代精神的链条和接口。

（作者系文化学者、文艺批评家，本文原刊于 《中
国艺术报》）

古 曲 发 今 调 大 风 展 新 姿
——首届蒲剧艺术周刍议

■杨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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