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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运城位列全国小
众旅游目的地第二位，运城文旅火爆“出
圈”，天南海北的游客齐聚运城，共赏运
城盐湖盛景，感悟厚重文化底蕴。

线上不断刷到有关运城盐湖的短视
频，一位曾在运城原盐化厂工作近 30 年
的“老盐工”郑永科，怀着对盐湖的思念
和憧憬，终于踏上阔别四十多年的热土。
在女儿的陪同下，他坐着电动轮椅，从内
蒙古自治区出发，开始了一段相距近一
千公里、相隔四十年岁月的圆梦之旅。

“大”与“小”
——小城有大爱

郑永科祖籍河南，1956 年来到运城
投奔伯父，当起了一名铲硝工人，自此便
与盐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运城盐湖是世界第三大硫酸钠型内
陆湖泊，矿产资源丰富，有着 4600 年的食
盐 开 采 史 和 70 余 年 的 无 机 盐 开 发 史 。
1958年运城盐化局成立，拉开了多元化利
用盐湖资源的序幕，这里一度成为全国最
大的硫化碱和无机盐生产基地，为新中国
的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

郑永科是盐化厂建厂时的第一批工
人之一，刚开始铲硝、担硝，后来又学习
了机械维修技术，操控起了车床，直到
1981 年离开运城定居内蒙古。16 岁到
41 岁，他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盐湖
工业事业，留下了青春和汗水，也收获了
友谊和成长。

如今他已 83 岁高龄，小女儿阿金陪
着他，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家中出
发，凭借着电动轮椅，走过了榆林、西安、
成都，一路辗转来到了运城，来到了曾经
奋斗过的地方。

故地易找，故人却难寻。
郑永科此行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上

世纪六十年代一起工作过的工友。于
是，他特意让女儿将住宿地点定在了池
神庙周围，坐着轮椅在池神庙、西姚村转
了一圈又一圈，想要碰碰运气。但如此
找寻无异于大海捞针，记忆中的年轻同
志都已经老去，即便打了照面，也不一定
能认得出来。

然而，无巧不成书，曾经的“盐运之
城”如今也被称为“好运之城”，机缘巧合
之下，郑永科与“好运”相逢了。盐湖区
政府办工作人员在调研途中，无意中被
轮椅出行的父女俩吸引，攀谈中得知了
郑永科的经历。感动于郑大姐的孝顺与
耐心，也为了满足这个曾经是盐湖奋斗
者的心愿，工作人员立即想方设法帮助
郑永科找地方、找人。

离开运城以后，在盐化厂里辛勤劳
作的日子、工友们质朴纯真的情谊，都是
郑永科挥之不去的回忆。谈及当年事、
当年人，郑永科很动情，“工作是辛苦，但
也 真 开 心 ，人 和 人 交 往 完 全 是 一 颗 真
心”。多年的工作经历，河东人民的质
朴、厚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没想到，四
十多年过去了，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人却还是这么的热情、仁义！”

盐湖区，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市，却
有一个大大的盐湖。神秘的运城盐湖见

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记录着这方土地
的热情好客，吸引了世界人民关注的目
光。

湖有边爱无界，“好运之城”不负深
情之人。

“远”与“近”
——距离再远，难抵心的亲近

曾 经 的 土 地 ，如 今 熟 悉 却 又 陌 生 。
尤其近几年，盐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

2020 年，省委、省政府作出“退盐还
湖”重大决策，运城市全面停止盐湖范围
内的工业生产活动，加大盐湖生态保护
与修复力度。市委、市政府排除万难、重
拳出击，千年盐湖华丽转身，由工业主产
区加速向生态保护、风貌重塑、产业转
型、全域旅游等绿色发展方向蝶变。

如今烟波浩渺的水面之上，成群结
队的鸟类游弋嬉戏，盐化三厂旧址成为
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的一部分，盐化四
厂的水硝料场被改造成盐化工业遗址博
览园，过去工业生产时期的运输道路，也
已经从泥泞的土路改造成了干净整洁的
绿道。

阔别运城 40 多年，83 岁的郑永科依
然能讲出几句运城方言。面对如今山水
相映、城水相合、人水相亲、文旅相融的
新盐湖，郑永科一边遗憾于找不到过去
的工厂车间，一边也由衷地赞叹，没想到
过去工作的地方现在变得这么漂亮。

在盐湖区政府办工作人员的帮忙协
调下，一行人来到了山西焦煤运城盐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新址，几经周
折，找到了公司胡主任、陈部长及人事科
工作人员。他们听说了郑永科的故事
后，很是感动，非常热情地帮忙翻阅资
料、询问退休同志，最终通过人事档案、

社保系统，成功联系到了当年和郑永科
一起工作过的 6位老同志。当天晚上，几
位老同事见了面，大家都激动不已，特别
是当郑永科颤颤巍巍掏出了珍藏已久的
老照片，众人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到了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老人们共同回忆
当年的青春故事，笑着笑着就哭了，还一
起唱起了工作时的老歌《我爱盐湖好风
光》：“东风吹，百花放，我爱盐湖好风光。
湖水翻银浪，中条山当屏障。池畔红花
开，风吹金麦浪。你看那电动抽水哗啦啦
地尽情歌唱，你看那铁牛轰隆隆地轰隆
隆地遍地跑。”

分别时，一位老同事有感而发，吟诵
了一首小诗：“天高云淡情不淡，风吹云
散情不散，工友情谊深似海，千里奔波会
友人，难忘今天！”

满足了老父亲的寻友念想，郑大姐
轻松了许多，之后的两天，盐湖区政府办
工作人员还陪同父女俩游览了运城盐湖
22 号堤埝、运城博物馆，品尝了北相羊肉
胡卜、油酥饼等特色美食，直到将他们送
上了前往下一站的火车。郑大姐由衷地
说，“运城，真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走
的城市”。

运城，这座因盐运而兴的城市，曾以
她的宽广仁厚接纳了八方来客，盐使、盐
商、盐运、盐工……无论你来自何方，她
记得你洒下的汗水、付出的艰辛，曾经

“百货纷纭”的“凤凰盛景”有你的一份功
劳。走得再远，这里也是你的家，她像一
位母亲，永远站在你身后，温柔而坚定。

“刚”与“柔”
——潜移默化的精神图腾

在解州关帝祖庙，郑大姐替父亲虔
诚地上香祈福，郑永科用目光“摩挲”着
这座恢宏庙宇的一砖一瓦，60 多年前，这

里便是他们一帮工友们的常来之地，忠
义仁勇的关老爷在当年血气方刚的年轻
人眼里，是神像，更是偶像。为什么对这
方土地爱得深沉，关公故里“大义参天”，
怎能不爱？

回想一生来路，无论在运城还是内
蒙古，关老爷的“忠义”始终在心底，念兹
在兹，无日或忘。郑永科对待工作兢兢
业业，对待他人和谐友爱。心怀家国是

“忠”，做好本职工作亦是“忠”；两肋插刀
是“义”，和善有爱也是“义”。平凡人的
侠骨柔肠，不就是关公文化最生动的注
脚吗？

此次长途跋涉，朋友不理解，他却毅
然决然，能再拜拜关老爷，再见见老工
友，这点辛劳算什么！好在言传身教的
影响最有力，他的女儿欣然陪他赴这场
盐湖之旅。

为了这次出行，郑大姐也做了充足
的准备，提前做好详细规划，老人的衣
食住行考虑十分周全。由于电动轮椅体
积较大，出租车放不下，出行只能选择
公交车。上下台阶，都得靠郑大姐拿膝
盖顶着轮椅推，虽然一路上时有好心人
搭手相助，但经常累得满头大汗。

路上种种辛苦，郑大姐甘之如饴，
面对父亲的不断老去，她与时间赛跑，
带父亲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找找
年轻时候的回忆。郑大姐在运城出生，
童年随父母去了内蒙古，但她骨子里的
要强和温情，与刚柔并济的盐湖精神同
根同源、一脉相承。

最是文化润民心。盐湖区作为德孝
之乡，“德圣”“孝祖”虞舜出生于此、
成长于此、建功于此、安息于此，“孝
顺”一词就是由“效 （仿） 舜 （帝） ”
演变来的。千年来，舜帝德孝文化浸润
着河东大地，成为老百姓内心的文化基
因和价值认同。

在舜帝公园，郑永科熟练地操纵着
电动轮椅，郑大姐在旁边，不急不躁地
陪伴着老人。不远处，舜帝手抚五弦琴
的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父女俩相处
的动人画面便是德孝文化最好的诠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
族的精神血脉，需薪火相传，更要推陈
出新。盐湖区连续举办了十四届运城舜
帝德孝文化节，深入挖掘德孝文化、关
公文化，让大忠大义、大德大孝成为盐
湖新风尚。

在这趟圆梦之旅中，郑永科父女俩
是“忠义”的实践者和“德孝”的传承
者，盐湖区政府办和相关企业的工作人
员又何尝不是“忠义”的守护者和“德
孝”的传播者？以文化人，最是润物无
声；薪火相传，必将生生不息！

新 的 征 途 ， 大 道 如 砥 。 今 天 的 运
城，高质量发展步伐坚定有力，德孝文
化、关公文化、盐文化争相辉映，好运
之城，未来可期！

跨 越 四 十 年 的 盐 湖 之 约
■解华楠

6 月 3 日 ， 2024 年
六 五 环 境 日 山 西 主 场
活 动 启 动 仪 式 在 运 城
会 展 中 心 举 行 。 作 为
山 西 主 场 活 动 之 一 ，
由 运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精 心 筹 划 ， 以 生 态 环
境 为 主 题 的 新 创 蒲 剧
现 代 戏 《桃 花 峪 的 春
天》 隆重上演了。

《桃 花 峪 的 春 天》
聚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
展，讲述了市生态环境
局的驻村帮扶干部，带
领晋南中条山麓的一个
小山村——桃花峪，从
原先的毁山炸石、开办
镁厂，到现在的关闭镁
厂、发展康养旅游，实
现绿色发展，全面践行

“两山”理念的生动实
践 的 故 事 。 该 剧 从 编
创 、 排 练 到 演 出 ， 都
十 分 成 功 ， 给 观 众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精 神 满 足
和 审 美 愉 悦 ， 为 观 众
开 启 了 一 场 荡 涤 心 灵
的 文 化 体 验 ， 获 得 广
泛 好 评 ， 受 到 热 烈 欢
迎 。 看 过 该 剧 之 后 ，
笔 者 情 不 自 禁 ， 不 住
地 为 该 剧 点 赞 、 叫
好 。 这 部 剧 的 成 功 是
多 方 面 的 ， 但 以 下 三
点 给 笔 者 的 印 象 十 分
深刻。

这是一部弘扬“两
山”理念的时代之作。

眼下，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保持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定力，建设一个
永续发展美丽中国的绿色发展战
略，正在河东大地扎根生长，播
绿成荫。如今，河东大地一个个
村庄美丽蝶变，一片片沃野展现
新姿，越来越立体的乡村图景让
人们更加直观感受到新时代运城
的发展和乡亲们不断提升的幸福
感。近年来，全市 3000 多个行政
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特色
文 化 ， 进 一 步 延 伸 农 业 产 业 链
条 ， 加 快 构 建 现 代 乡 村 产 业 体
系，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
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
城乡。河东大地上，一个个建设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场景，
汇成了各具特色的运城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工作成果。桃花峪就
是践行“两山”理念的一个代表
和一个缩影。这不仅是桃花峪的
春天，也是我们期待的运城的春
天。《桃花峪的春天》 正是以运城
百姓喜闻乐见的蒲剧形式，向人
们展示了新时代乡村巨大变化、
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因此，这
是一部与时代同声相应、同气相
求，紧跟时代发展脚步、反映乡
村巨大变化，以滚烫的笔触、赤
诚的热情反映新时代运城乡村振
兴和生态保护的时代之作。

这是一部聚焦生态保护的呕
心之作。

这部戏由享有盛誉的裴军强
担任编剧，裴军强近些年来创作
颇丰，他坚持“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的创作理念，接连推出一
部部反映久远历史和火热现实的
优秀作品。

新作 《桃花峪的春天》 之所
以能够赢得好评，就在于这部戏
所 反 映 的 正 是 裴 军 强 亲 历 的 生
活、眼见的事实，他对这些生活
和经历有着深刻的哲理思考。他
的家乡、生他养他的小村庄如今
也 正 在 发 生 着 这 样 的 蝶 变 。 因
此，从酝酿剧本开始，他就饱含
深情地投入创作，台词也都写得
富 有 诗 意 ， 充 满 哲 理 ， 极 其 优
美。男主人公柳青山一出场，张
口就是“远山披翠如画景，耳畔
似闻鸟鸣声”“桃花山谷村春潮
涌，‘两山’理念万世功”；当踏
着崎岖的山路前往桃花峪的后山
调研时，男主人公又唱到“梯田
如阶云中断，山泉似练舞崖边”，
这时与男主人公一起上山调研的

包 村 女 干 部 也 对 唱 到
“无名野花露美脸，鸟
鸣山涧幽谷喧”。这些
优 美 的 唱 词 向 观 众 展
现 了 一 幅 山 清 水 秀 、
鸟 语 花 香 的 山 景 图 ，
既 让 主 人 公 乐 而 不
疲 ， 又 让 观 众 心 旷 神
怡 。 当 男 主 人 公 与 村
干 部 争 辩 时 ， 他 们 的
对 白 也 十 分 耐 人 寻
味 ， 比 如 “ 利 在 当
下，罪在千秋”“吃的
子 孙 饭 ， 打 的 金 饭
碗 ”“ 烧 香 惹 出 了
鬼”，这些对白尽管话
语 十 分 朴 素 ， 但 很 接
地 气 ， 也 都 充 满 哲
理 。 全 剧 在 “ 绿 水 青
山 云 波 荡 ， 鸟 语 花 香
岁 月 长 ” 的 合 唱 声 中
落 下 帷 幕 。 像 这 样 优
美 而 饱 含 哲 理 的 唱
词 、 念 白 在 剧 中 还 有
很 多 ， 足 见 裴 军 强 对
这 部 戏 用 力 之 深 、 用
情 之 深 、 用 心 之 深 ，
这 部 戏 当 是 裴 军 强 厚
积 薄 发 的 一 部 呕 心 沥
血之作。

这 是 一 部 多 方 合
力演绎的倾情之作。

这 出 戏 的 剧 本 于
今年 4 月 12 日完成，4
月 21 日 在 盐 湖 区 泓 芝
驿 镇 王 过 村 举 行 开 排
仪 式 。 新 绛 县 绛 州 蒲
剧 团 在 今 年 上 半 年 演
出任务完成后，5 月 15
日 正 式 投 入 排 练 ， 仅
仅经过短暂的 19 天，6
月 2 日，该剧就举行了

首演，与广大观众正式见面。尽
管编创、排练时间都极其紧张，
但是该剧仍然可圈可点，取得了
喜人的成功。

该 剧 之 所 以 能 够 成 功 ， 是
因 为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给 予 了 鼎 力
支 持 ； 是 因 为 该 剧 的 主 创 团 队
聚 集 了 当 今 蒲 剧 界 的 众 多 实 力
派人物——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
者吉有芳担任艺术指导，裴军强
担任编剧，宋纪刚担任导演，程
小荣担任执行导演，张志勇担任
作曲；是因为承担该剧演出任务
的新绛县绛州蒲剧团实力强劲，
阵容豪华，男一号柳青山的扮演
者李俊强、女一号樊青芳的扮演
者李晓燕均属当今蒲剧演员的佼
佼 者 ， 其 他 众 多 演 员 也 都 十 分

“给力”，他们凭借自身过硬的技
艺，共同把这出戏呈现在了舞台
之上。

美 中 不 足 、 意 犹 未 尽 的 是 ，
男一号锐气有余，沉稳不足，核
心唱段还需锤炼，对他内心的刻
画和灵魂的展示仍需强化。在医
院疗伤那场戏，“表面化”的东西
有点多，应该通过这场戏把人物
立起来，这也是承上启下的一场
关键戏，主人公在这里应该通过
唱词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坚定
决心，勇往直前。可通过这里的
核心唱段，尽快推进剧情发展，
进而把剧情推向高潮。

是为拙见，权当赘言，见笑
于方家矣。还有两点，一是镁厂
打斗那场戏，随着保安用啤酒瓶
子猛砸男主人公的头，男主人公
一声惨叫应声倒地，也出现了满
地“碎玻璃”。虽然啤酒瓶子是一
种可以食用的特制道具，不存在
危险因素，但是观众却对演员的
受伤情况十分担心，因此在这段
剧情的处理上，如何不让观众担
心和虚惊，如何体现戏剧的“虚
拟性”，仍然值得商榷。二是关于
群众戏的打造，全剧共有二处近
20 人的群众戏，如何更为恰当地
向观众呈现群众戏，还须仔细思
量；同时尽管群众演员的服装可
以百花齐放，但是也不能太过随
意。

假以时日，精心打磨，《桃花
峪的春天》 定会以其独特魅力绽
放在蒲剧百花园，让我们拭目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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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郑永科（中）与工友合影。（资料图片）

6 月 3 日，施工人员在夏县水头镇
张付村对郑家祠堂予以保护修缮。

据了解，位于夏县水头镇张付村
的郑家祠堂坐南面北，占地约 150 平

方米。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修，乾
隆十九年（1754）改建。

此次郑家祠堂保护修缮围绕祠堂
本体开展，包括重新制安、墙体恢复、

院面排水铺墁三个部分，由运城市文
物技术服务中心承担实施。

特约摄影 张秀峰 武曙光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郝鹏飞

本 报 讯（ 记 者 乔
植）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
工 作 ，贯 彻 落 实 文 物 保 护
法 的 各 项 要 求 和 任 务 ，近
日，盐湖区文物保护中心联
合相关部门对朱家大院、河
东盐务稽核分所、河东道台
衙门等文物保护单位的古
建筑开展了专项检查。

检 查 人 员 重 点 对 文 物
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
牌是否建立，照明线路是否
穿阻燃线管，灭火器配备及
维护是否到位，线路是否老
化，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是
否畅通，日常安全巡查检查
工作是否落实等情况进行
了细致排查，并对国保单位
寨里关帝庙献殿、郭村泰山
庙大殿配备消防设施情况
开展检查。

下一步，盐湖区文物保
护中心将继续加强对文物
古建的检查，加大消防安
全宣传培训力度，呼吁更
多群众加入文物保护志愿
者队伍，筑牢文物安全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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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 了 弘 扬 艺 术 文
化，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打造
具 有 运 城 特 色 的 文 化 活 动 ， 近
日，河东书房·广电示范馆举办

“彩绘风车 夏日悠悠”儿童节手
绘风车 DIY 主题亲子活动。

活动开始，老师讲解了风车
的历史并介绍风车的制作过程、
转 动 原 理 、 绘 画 技 巧 和 注 意 事
项。动手环节，大家拿起画笔在
风车叶片上尽情发挥，描绘心仪
的图案，涂上喜爱的色彩，为风
车 叶 片 “ 穿 上 ” 了 漂 亮 的 “ 外
衣”，一个个五颜六色的风车叶就

在一双双巧手中诞生。小朋友们将
风车叶片安装在转轴上，装上风车
杆，孩子们认真地完成每一个步骤
后，一个个精致漂亮的风车就完成
了。这些风车不仅体现了孩子们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更表达了孩子们
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此次活动，不仅培养了孩子
们的动手能力，也激发了他们无
尽的创意和潜力。下一步，河东
书房·广电示范馆将举办更多的
手 工 活 动 ， 增 强 青 少 年 想 象 能
力，不断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郭 璇）

河东书房·广电示范馆举办手绘风车活动

郑永科在运城盐湖。（资料图片）

1960 年郑永科（前排右一）与工友合影。（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