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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解州夏县志》中卷十一有
《祥异》（吉祥与灾异）一节，兹录如
下，知古方能鉴今，对我们今天应对
自然灾害不无裨益。

元成宗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夜
（凌晨 5 点至 7 点），地震，平阳太原
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
死不可胜记（数量很多）。

嘉靖七年，岁荒大饥，三十四年
地震，蒲、解、夏（蒲州、解州、夏县）
尤甚，城摧隍湮，土湧并沸，官署儒
学及温公书院俱圮毁，惟文庙正殿
独存，死人民殆及千数，三十五年黑
青见（灾异之象）。

隆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夜，大
雷雨，山水涨发，各河堤溃，水溢入
城，南流冲破盐池禁墙，数年盐花

（盐结晶）不结。
万历十四年七月初一日，东山

大雨暴作，白沙河水涨，北堤崩决，
南关房屋墙垣飘没，大石覆压，宛如
旷野，人民死者三百有奇，是年岁旱
大饥馑，十六年春，大疫死者枕藉，
十八年大有（大丰收），秋谷多双穗，
十九年五月至七月不雨，七月二十
九日至八月十日大雨，岁饥，三十二
年六月初十日，大雨雹，禾黍枣果木
棉尽伤，三十四年旱，麦不熟，民大
饥，三十五年旱，麦不熟，民饥，四十
六年四月雨，大雹，二麦（大麦小麦）
损伤，四十八年蝗蝻（蝗虫的幼虫）
大作，饥荒。

崇正六年，白沙河决，南堤徙而
南石压，民田永难开垦，九年大旱，
岁荒，十三年连遭大旱，蝗蝻食苗，
岁大饥馑。

顺治十年，白沙河北堤决，水入

东门，城隍庙、官衙俱被浸没。康熙
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大雨至九月二
十一日止，白沙河水冲入盐池，盐花
不生，夏邑城垣倾倒，民居损坏。田
禾淹没，民饥，二十八年夏，麦不收，
免银五万八千四百四十五有奇，二
十九年夏，麦不收。

三十年，二麦全无，秋，蝗蝻为
灾，大伤民禾，免银二万零五十三两
有奇，又赈济银四千三百一十八两
有奇。赈济米一千三百四十石，三十
一年二麦收，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赈济籽种银一千三百六十五两有
奇，三十七年，免银五万八千四百四
十五两有奇，三十九年大雨，白沙河
水冲决北堤进城，南门外铺店飘没，
各村被灾，四十二年免银二千四百
九十七两有奇。雍正四年大有年（大
丰年），五年大有年，春三月，城东西
北三面忽聚虾蟆（蛤蟆），积高半尺
许，紧围城根，祷八蜡神明（向八蜡
庙神祇祷告），辰无一存者，六年大
熟，七年大稔（庄稼成熟），八年大
熟，九年大麦，十年蝗生，天降甘霖，
随皆消灭。

乾隆八年旱，免银五百一十六
两，十年秋，大雨，白沙河北堤决，水
入城东门，门楼尽圮（坍塌），城隍庙
西牌坊坏，民居飘没甚多，十七年
旱，免银一千二百一十九两有奇，随
免耗羡银（清朝增加民众负担的一
种赋税）一百五十八两有奇。

综上，元朝至乾隆早期，灾异主
要有六种：

地震两次：嘉靖三十四年大地
震（8 级以上，烈度 11）于午夜突发，
导致 83 万人丧生，祸延九省、九十

七县，导致 83万人丧生，是我国乃至
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夏县城
池几乎夷为平地，惟文庙正殿幸存。

水灾 7 次，均为大暴雨致白沙
河堤决口，洪水入城，房倒屋塌，甚
至冲入盐池，致盐花不生。

其余旱灾 7 次，雹灾 2 次，蝗灾
3次，瘟疫 2次。

可见，历史上风调雨顺的大有
年不多，相反天灾频仍，危害甚巨，
触目惊心。由于生产力与科技落后，
封建社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
限，白沙河水患问题就困扰了明清
两个朝代。大灾之后，亟需官府采取
救助措施，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较之
前朝，清代的救济措施比较完善，其
中豁免赋税和赈济钱粮为主要手
段，上文已经提及。且有清一代，豁
免的力度前所未有，但由于吏治腐
败，贪污风行，加之制度僵化，程序
繁琐，救灾效果大打折扣。

今非昔比，现今国力强盛，科技
发达，古人怕是做梦也不敢想象。但
是除了蝗灾外，其他自然灾害仍然
在威胁着我们。殷鉴不远，我们切不
可掉以轻心，尤其近年来极端天气
频发，冰雹、强风、雷暴、酷热干旱等
带来的灾害时有发生，我们应该居
安思危，未雨绸缪，首先要提高预防
能力，比如，对气象灾害的准确预
报，向群众广泛宣传防灾减灾知识，
同时制定行之有效的应急预案，定
期进行实战演练，尤其是地震演练。
另外，进一步完善灾后救助措施，政
府救济、社会捐赠与家庭自救相结
合。总之，要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降至最低程度。

古夏县“祥异”考
■李恩虎

中国楹联学会原会长蒋有泉先生在
《联坛泰斗乔应甲》一文中指出：生活于我
国明朝末期的乔应甲，是一位值得敬仰的
大政治家、当之无愧的大文学家、名副其
实的联坛泰斗。他的专著《半九亭集》内容
包罗万象，从时政到民生，从个人感悟到
警语格言，从古迹探胜到田园讴歌，乔应
甲都留下了一系列值得关注和研讨的作
品。乔应甲的楹联，融史才、诗情、议论于
一炉，以联论史，在联史互论中达到通解。
乔应甲以文养志，以文述怀，始终笔耕不
辍，成就了洋洋数百万言的等身宏著。其
横溢的才华，当时几乎无人可匹，堪称一
代文豪、斯文榜样。尤其是他的《半九亭
集》，更充分地彰显了他在诗联方面的造
诣、学养和文采，从而确立了一代联宗的
地位。

本文仅就中华联圣乔应甲《半九亭
集》对联中的社会担当家国情怀与大家同
领略共欣赏。

报国福民，铁肩担道义

乔应甲为官之初就立下了为人民勤
恳造福的誓言。早在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
马上任襄阳府推官时，年轻的乔应甲就发
出了愿为朝廷竭忠尽智、为人民勤恳造福
的誓言：

紫绶方新，愿竭忠勤输耿耿；苍生可
念，好持矜恕福元元。

紫绶：古代高级官员用作印组，或作
服饰。“紫绶方新”指的正是新任朝廷官
职 。耿 耿 ：指 一 片 忠 心 。宋 文 天 祥《正 气
歌》：“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输耿
耿”，即奉献耿耿忠心。“苍生可念”，即体
念百姓怜悯苍生。“元元”，百姓；庶民。《战
国策·秦策一》：“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
非兵不可！”高诱注：“元，善也，民之类善
故称元。”《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上当天
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李贤注：“元元，
谓黎庶也。”“好持矜恕福元元”，正是要怀
着怜悯宽恕之心为黎民百姓造福。

欲行平易近民之政；当有慈祥爱物之
心。

他的做官原则正是“平易近民”“慈祥
爱物”，充分表现出乔应甲把体恤民情、慈
祥爱物、勤政爱民作为行政之本的一颗忠
贞之心。

天地生才，非为锥刀末利；朝廷设职，
岂徒富贵本身。

乔应甲能真正认识到朝廷设官的根
本目的应该是为人民办事的，这同那些贪
官污吏相比，高下立判。

当官之初乔应甲就为自己立下了“律
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
四条金科玉律！

乔应甲在襄阳任推官并署襄阳府郧
阳府印七年间，详察暗访，洞察奸邪，平反
沉冤，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
人。

燃犀不详，宁愿死者求生路；覆盆宜
照，莫把平民送鬼乡。

燃犀：喻明察事物，洞察奸邪。典出
《异苑》卷七：晋温峤至牛渚矶，闻水底有
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传言下多怪物，乃
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
状，或乘马车著赤衣帻。其夜，梦人谓曰：

“与君幽明道阁，何意相照耶？”峤甚恶之，
未几卒。

覆盆：覆置的盆。晋葛洪《抱朴子·辨
问》：“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谓阳光
照不到覆盆之下。后因以喻社会黑暗或无
处申诉的沉冤。

上人之心田不净；小民之冤枉难伸。
权势之地，非至公至断者难处；疑似

之迹，非极审极详者难明。
遇上司徇情枉法，乔应甲铁肩担道

义，正气凛然，直言抗上，终使沉冤得伸奸
邪伏法。

壮志可酬，但愿边疆新事少；君恩难
报，谁知庙廊旧人疏。

在避祸家居的十多年间，他时时关注
着边疆战事，关注着报效朝廷，关注着正
直官员的境遇。

冉冉光阴，独坐园亭惊节序；滔滔世
界，谁将砥柱障狂澜。

在惨遭迫害隐居田园壮志难酬的日
子里，乔应甲看到国难民忧的景象，发出
了“谁将砥柱障狂澜”的震天撼地的怒呼，
这又是何等的胸襟气魄！

参贪除恶，正气壮河山

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钦命乔应甲
巡按淮扬为巡盐使。巡盐使，特别是淮扬
之地，向来是人人眼红的肥差。凡到此地
为官不自爱者，往往以此为奇货。奸商墨
吏也多设钓饵愚弄上官而从中获利。上官
不能坚守清廉，往往被拉下水同流合污。
大凡到家中送贿，到任上送贿，当时十分
普遍。乔应甲到任之后，原来的贪官污吏、
奸商豪强也都试图通过请客送礼、施行贿
赂的手段拉他下水，均被乔应甲严词拒
绝。乔应甲谨遵自己的清廉做官原则：

承家自有丈夫事；开国羞为聚敛臣。
宁可清贫自守；不做浊富多忧。
莫道送来受礼易，要知收去从情难。
清净心守定，更有何人能扰我；义利

路明白，更有何物能动人。

义利路：即义利观，义者，“事之所宜
也”，是特定的道德原则，是儒者心中至高
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后世多
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
成义利观。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曾说：不义之利“不
苟得”。乔应甲始终把道义看得至高无上，
所以一切物质利诱都不会打动他。

有些贪官污吏看到明里无法给乔应
甲行贿，便暗暗派人到他的家乡给他父母
行贿，也被乔应甲的父母严斥拒绝。

切记：占官物，霸官地，今日亦觉畅
快；

要知：人非旧，局更新，他年难免追
查。

卖官鬻爵坏封疆，恃今日推升自己；
注籍杜门挨岁月，任他年唾骂由人。
乔应甲上任以来，不断听到官民反映

总漕淮抚李三才的贪奸之事。万历二十七
年（1599 年）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
运，巡抚凤阳诸府。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
善笼络朝士，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挥
霍无度，为众廉洁官员所鄙弃。但李三才
凭借着与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交往密切，有
东林众多官员支持而肆无忌惮。即使在顾
宪成眼中，李三才也用财如流水，显有贪
贿，顾宪成自有难言之隐，有人不易知之
悔。

乔应甲想着自己身为都察院之臣，为
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
党，作威福乱政者，贪渎官纪者，都在弹劾
之列，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这正是做
巡按的天职本分。如果畏首畏尾，前怕狼
后怕虎，才正是最大的失误，最难容忍的
昧心。

乔应甲把多天来深入调查所了解的
李三才的恶行秽迹，以“五奸十贪”写成弹
劾奏章三番五次呈给皇上。为了惩戒众官
员，乔应甲还将李三才的“五奸十贪”劣迹
大书于承尘木板上传示各衙门，并刻入自
己所著的《续看山集》中，分发给各衙门官
员。

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只是
识量大；

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不敢发，只是
见理真。

能忍、能容，靠的是远见卓识；敢言、
敢发，靠的是坚持真理！

面对贪横无比朋党盘根错节的李三
才，乔应甲大胆揭露坚持不断弹劾，靠的
就是胆略气魄一股浩然正气，直到把李三
才参倒参死。

乔应甲在《奸臣肆毒疏》附先年巡盐
淮扬盟心对联：

今日开除存旧管，左右难欺；他年见
在验新收，神天为证。

今天下到处民穷盗起，一个贪风逼
之；今缙绅谁使盗息民安，一个世情格之。

乔应甲认识到，要使“盗息民安”，只
能是肃贪除奸，彻底改变官风世风！

必须乔岳泰山力量；方做掀天揭地事功。
恶贯盈盈，使鬼钱财难着力；公堂肃

肃，通天手段欲何如？
干天下大事在心，最忌鼠头蛇尾；除

天下大奸要胆，哪管虎须龙鳞!
天启五年（1625 年），乔应甲接到吏部

奉旨檄文，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品），
改推陕西巡抚。乔应甲上任伊始，就遇到
百姓拦轿告状，经过缜密调查访问，拿到
恶霸皇亲国戚曹应祥的种种恶迹罪证。面
对皇亲国戚曹应祥飞扬跋扈恃势嚣张，乔
应甲正气威严大义凛然，按照大明法律，
将其就地正法，为众多冤民伸张了正义，
民心大快！

笔底波澜，民间疾苦惊天地

解温阜财，当日赓歌在耳；民穷赋重，
望门持钵难言。

乔应甲看到人民早已穷困不堪，统治
者却还要横征暴敛，直逼得穷苦民众流离
失所，沿门乞讨。不免想起舜帝抚琴所唱
起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 愠 兮 ；南 风 之 时 兮 ，可 以 阜 吾 民 之 财
兮。”盛世与衰世，对待人民的态度，多么
鲜明的对比啊！

国家之经制，千疮百孔费实难支；百
姓之困穷，十室九空情更可悯。

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半九亭集》中尚有一首七律诗，更痛

心彻骨地把矛头直指飞扬跋扈的阉宦之
祸。

传言家乡苦旱，又接报见中使去解州
卖余盐赋此：

传闻旱魃苦郇阳，忽报貂珰下解梁。
市肆已闻惊榷税，鹾池还见走豺狼。
群奸到处张威焰，百姓无人不悚惶。
回首乡关空洒泪，此情何日达君王。
中使指太监使臣。貂珰，借太监所戴

饰着黄金珰的貂皮帽子，代指太监。这里
明明白白把阉宦之流斥为豺狼，叱作祸国
殃民的“群奸张威焰”，实在骂得痛快淋
漓。

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乔应甲 51 岁
时被任命为浙江道监察御史。进京路上，
乔应甲看到由于连年干旱，禾苗干枯，赤
地千里，到处一派饥荒萧条景象。行至平
定州地界，更是一片荒凉。树木干枯，寸草
寥寥，一路上只见逃荒的人流离失所，啼

饥号寒，鬻妻卖子，络绎于道，一派凄凉悲
惨景象。乔应甲为平定州送上赈灾费用近
七十金！到夏天，乔应甲的四弟应旌送兄
长的家眷赴京路过平定州，看着灾情仍很
严重，又赈送了二十金，以终胞兄之善念。
当年一共救活幼子一千三百多人，州人感
恩不尽，为乔应甲建了生祠，岁时享祭，还
立了碑，由州绅李公撰文，冀宁道魏公说
题“奇行高义”匾额。太原推官萧公道光置
膳田，雁门张公崇礼勒碑记之，彰显乔公
的实心实事。

辽左吞声，不辨爷娘妻子；胡尘塞路，
尽是盾剑刀枪。

万队千群，时时征调兵戈满；民穷财
尽，处处转输岁月长。

这是明末国家穷困不堪、民不聊生的
真实写照，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高尚情怀。

念边廷，饷缺兵骄，蹈海鲁连肠欲断；
嗟言路，党奸害正，忧天杞国涕何从。

当看到满清在辽东大肆进兵而大明
军队却饷缺兵骄，朝廷中朋党相争、奸贼
当道迫害忠良时，他更肝肠寸断涕泪交
加。

号呼号呼板落地；父母父母哭无天。
号呼号呼腕可吊；父母父母竹无言。
但教仓里减号呼；还是民间好父母。
面对征粮中的官吏施刑贫民遭殃，乔

应甲一连串写了数十个“号呼号呼”“父母
父母”。这里，我们似乎已很难分清，究竟
是一个体恤穷苦劳动人民的官吏在疾呼
呐喊，还是千千万万不堪重负的穷苦大众
在哭天抢地！一个封建官吏能站在劳苦大
众的立场上如此直截了当地为之号呼，数
千年历史上能有多少？这里，没有虚情假
意，没有扭捏造作，完全是一种真情实感
的吐露喷涌。读到这里，我们谁都会情不
自禁地联想到屈原之疾痛惨怛，贾谊之痛
哭流涕，杜甫之悲歌慷慨，乐天之浩气衷
肠。

心中忧愤，社稷危亡泣鬼神

上天示戒于数年之前，其应捷如影
响；下民遭殃于数年之后，其害近在咽喉。

东都惟阉宦为横；西汉以外戚遭殃。
鲁 之 衰 也 ，洙 泗 之 间 多 断 断（交 争

也）；周之兴也，闾阎之民尽熙熙。
明王朝到万历帝、天启帝，由于政治

腐败，民不聊生，朋党纷争，边界吃紧，已
到“冰山”将融、土崩瓦解、气数将尽之时。
中华联圣乔应甲因为有了亲身经历感同
身受，才给我们留下了一批鞭笞时弊痛快
淋漓的楹联佳作，把晚明王朝官场腐败痛
斥得体无完肤，把人民困苦灾难倾诉得淋
漓尽致，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一份难得
的宝贵遗产。更为难得的是，乔应甲以历
史家的睿见卓识窥破时势气运剖断历史
发展必然局势，预见明朝必然会走向灭亡
的凄惨前景，为后世提供了惊心动魄的历
史镜鉴。

天启五年（1625 年）陕西大饥，皇上拨
下的赈灾粮，却被恶霸奸商勾结贪官污吏
大肆侵吞变为高价粮，逼得穷苦百姓走上
抢粮道路，贪官污吏主张以兵围剿，而乔
应甲则认为饥民闹事，应抚而不可剿：

兵可止乱，亦可生乱，激变良民是也；
法可治盗，亦可纵盗，妄扳百姓是也。

乔应甲严惩了侵吞赈灾粮款的官商
恶霸，抚恤了饥饿的灾民，使得大规模的
农民起义没有发生在天启五年（1625 年）。

乔应甲在《半九亭集》第八卷中写道：
“一掌科某公疏言京中设席三事，奉圣旨
欲其回话，比其回也，词严义正，足令票者
塞口。嗟嗟！应回话者，宁至三件。于是答
也，何有？草野之人无所事事，聊以抒一
得，代为之答，以志慨云。”满腔义愤，一发
不可收拾，一连串写了一百五十余首双联
六言诗，痛快淋漓地鞭挞了朝绅的腐败，
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人民苦难的
怜悯。

海内妖风甚炽；朝绅议论多偏。
争取印悬肘后；宁思玉毁石先。
海内军民屡变；朝绅首尾两端。
会议不图御虏；徇私只管添官。
海内南征北战，朝绅互竞门分。
总是背公死党，哪知覆雨翻云。
海内人心思乱，朝绅天理灭亡。
起废半旧私可，平辽几见担当。
乔应甲认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的道理，预见到明朝的必然灭亡。
小民穷困则易怨，边庭骚动则易扰，

以扰乘怨未有不乱；国家用兵则多调，岁
谷不登则多荒，以荒抽调未有不叛。

上天和则致祥；小民怨则招异。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明崇祯元年

（1628 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 年）三月，
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终于推翻了
明朝的统治。乔应甲逝世后 18 年，明朝在
内忧外患、农民起义中灭亡了。

中华联圣乔应甲的家国情怀恰好成
就了两副立意高远气势磅礴的对联：

报国福民，铁肩担道义；参贪除恶，正
气壮河山。

笔底波澜，民间疾苦惊天地；心中忧
愤，社稷危亡泣鬼神。

两副激情洋溢情真意切的对联正是
中华联圣乔应甲家国情怀辉煌耀世终其
一生的真实写照！

联圣乔应甲的家国情怀
■张延华

本 报 讯 （ 记 者 郭 华
闫 鑫）近日，永济市鹳雀工艺美术
基地项目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是
永济市今年重点新建工业项目之
一。

据悉，今年通过政府招商引资，
山西鹳雀美术工艺品公司创新运营
模式，投资 2000 万元建设鹳雀工艺
美术基地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工艺美术加工厂房 3000 平方米、展
厅 1000 平方米及辅助建筑 300 平方
米，项目于今年 3 月份正式开工建
设。项目创新商业模式，充分整合
资源，致力于形成全行业、全链条的
工艺美术资源整合平台，推动永济

市工艺美术与文化旅游产业跨界深
度融合发展。

走进鹳雀工艺美术基地的生产
加工车间，切割机、雕刻机等设备轰
鸣 作 业 ，正 在 进 行 石 材 的 加 工 处
理。展厅内，木雕、根雕、石雕、麦草
画、传统布艺、鹳雀楼模型、草编等
各类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同时，直
播间里主播正大力宣传推介这些特
色工艺产品。

山西鹳雀美术工艺品公司以工
艺美术基地为载体，把具有永济地
域文化特色的工艺美术产品与永济
丰富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促进工
艺美术行业产业化、市场化，目前已

初步形成全行业、全链条的工艺美
术资源整合平台，对完善产业链条、
打造特色品牌、推动产品提质升级、
产业集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目前，山西鹳雀美术工艺品公
司已经与各大学校建立了合作关
系，把这里作为一个研学基地，邀请
手工艺人现场制作，通过这种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永济优秀传统文化，
让手工艺得到更好传承和发扬。接
下来，该公司将进一步对接更多手
工艺人，丰富工艺品种类，通过合
作互助，带动永济市工艺美术行业
发展壮大。

永济市鹳雀工艺美术基地项目正式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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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乔 植） 近
日，夏县介子推文化园仿古商业综
合体建设正酣，预计本月底全面竣
工投入运营。

据了解，早在 2018 年，夏县
就在“华夏忠孝第 一 人 ” 介 子 推
故里——裴介镇裴介村村北启动
了 “ 介 子 推 文 化 园 ” 建 设 项 目 。
运城同力置业有限公司工人历经 5
年 奋 战 ， 总 投 资 1.5 亿 元 、 占 地

13000 平 方 米 、 建 筑 总 面 积 达
30000 平方米的介子推文化园一期
工 程 全 面 竣 工 ， 于 今 年 4 月 开 始
接待游客。

目前，介子推文化园商业综合
体配套设施、仿古商业街、特色
餐饮、综合超市、宾馆、影院等
二期主体建筑落成，正在进行街
道 硬 化 、 绿 化 亮 化 、 仿 古 外 装
等，12 月底建成后与介子推文化

园的整体风格相得益彰。
据 悉 ， 兴 建 介 子 推 文 化 园 旨

在利用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将
历 史 名 人 和 典 故 具 体 化 、 形 象
化 ， 更 好 地 传 承 发 扬 介 子 推 的

“ 忠 孝 ” 文 化 ， 使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美德代代相传，以此丰富夏县
的旅游资源，彰显夏县深厚的文
化底蕴，助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区。

夏县介子推文化园仿古商业综合体年底将全面竣工

11月30日 ，夕 阳 晚 霞 中 工 程
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新绛县绛州署
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工地加紧
施工。

当日，我国华北地区包括山
西等地受大范围大风寒潮影响，
气温跌至冰点。在全国历史文化
名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千年古
城绛州，投资 1800 万元重点工程

绛州署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施
工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冒
着刺骨寒风加紧对原百年名校新
绛中学教职工宿舍及 8 排老旧教
室等进行改造施工，施工现场车
水马龙，房上房下建设热火朝天。
夕阳下、晚霞中，劳作的工人与火
热的古建场景，再现了千年古城
绛州商贾云集商贸繁荣的景象。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古城绛
州衙坡之上绛州大堂景区内，项
目建设为周边环境整治、整体配
套设施建设及修缮大堂西侧附属
非文物建筑和二堂后附属非文物
建筑等。项目已于 2 月份开工，预
计 2024 年 3月底全面完工。

特约摄影 高新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