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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到万荣后土祠，了解
了这里的文化历史，我还装了一袋
这里的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
方人创造一方文化。一年前我在黄
河之源接了壶黄河水带回台湾，这
次我希望可以带着中华文明起源
之土回台湾。”黄恺嘉兴奋地说。

7月23日，“台青黄河游记”主
题采访活动山西行采访团来到位
于汾河和黄河交汇处的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万荣后土祠。
宽阔的广场、浑圆古朴的慈恩亭，
还有高高在上的后土祠正门，都让
黄河岸边的这块土地有了不一样
的气质。站在不远处的观景台上，
黄河、汾河、黄汾滩涂、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等尽收眼底。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
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
人兮不能忘……因汉武帝《秋风
辞》而名扬天下的秋风楼便坐落在
此。”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海峡卫

视中心记者吴琼录制节目时说，
“向东即可欣赏后土祠景区的‘秋
风起兮白云飞’，向西则可远眺汾
河入黄的‘天光云影共徘徊’，一花
一木无不洋溢着自然的灵动，一砖
一瓦处处凝聚着历史的积淀。”另
外，采访团还了解了李家大院的善
文化及万荣苹果的生产和销售情
况。“全县网销人员2000多名，网销
量达2.3亿元，这样的销售氛围和交
易额都是不多见的。”吴琼说。

“台青黄河游记”主题采访活
动山西行运城段采访圆满结束，大
家在了解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收获
了深厚友谊。“台青黄河游记”主题
采访活动山西行运城段由山西省
台办主办，运城市台港澳办承办。
以弘扬黄河文化为主题，台青和两
岸媒体人通过在运城实地探访，记
录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成就、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情况、乡村振
兴新风貌，讲述运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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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黄河游记”主题采访
活动山西行第一站，来到永济鹳
雀楼。采访团一来到鹳雀楼，便
迫不及待地用相机、无人机等开
始拍摄。登上鹳雀楼，黄河两岸
绿树成荫、俊美秀丽的如画风景
尽收眼底。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
琶马上催。”“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欢迎
采访团的到来，永济市实验小学
的孩子们为采访团朗诵了与永
济有关的古诗，还介绍了永济当
地名胜古迹、方言等。

为表感谢，台青代表为大家
演唱了一首歌曲《阿里山的姑

娘》，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齐
颂《神州谣》“台湾岛，隔海峡，与
大陆，是一家。各民族，情谊浓，
齐奋发，共繁荣……”中，采访团
结束了在永济第一站的参观走
访。

“终于到了闻名遐迩的四大
名楼之一鹳雀楼，在这里可以看
到黄河，追溯数千年厚重的中华
文明，我很激动。”台青杨超闳
说。

随后，采访团又先后来到
“国宝”唐开元大铁牛、“爱情圣
地”普救寺、卿头镇葡萄产业园
区种植基地等处参观走访，实地
感受、记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月 21 日，“台青黄河游
记”主题采访活动山西行采访
团来到河东池盐博物馆，开启
了一场揭秘运城盐池的“盐”
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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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盐湖区涑水联
合双语学校的孩子们为“台青黄
河游记”采访团送上了别致的表
演。

河东池盐博物馆由序厅、国
之大宝、盐化时代等9个部分组
成，集中展示了运城五千年盐文
化内涵。馆内展出以“盐文化”
为核心，精选历史文物和实物，
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全面生
动地展示了盐池的形成、历史演
变、盐池炼盐等内容，为“台青黄
河游记”采访团提供一场全方
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河东盐文
化教学。

站在池神庙俯瞰，碧波荡
漾的湖水和白茫茫的硝堆相映
如画，盐池南岸的中条山一览
无余，“千古中条一池雪”的诗

景美不胜收。“运城盐池的诞
生，是大自然的非凡杰作，是
孕育万物的大自然特别给予华
夏民族的一份珍贵礼物。它滋
养着河东这方土地，是河东乃
至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
台青黄恺嘉说。

“台青黄河游记”主题采访
活动盐湖行为期两天，采访团先
后探访了河东池盐博物馆、池神
庙、七彩盐湖、解州关帝庙、运城
博物馆、常平关帝家庙等地，实
地感受以关公忠义文化、盐文化
为代表的河东优秀传统文化。

“来之前，我就知道盐湖区有两
大特色，关公和盐池。在盐池，
我看到非常漂亮的风光，了解了
这座因盐而生的城市；在关帝
庙，我也好像看到了关公当年英
勇神武的样子。”台青朱天奇说，
盐湖区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让
他们印象深刻。

随着成功打卡岚山根·运城
印象台湾风情街，“台青黄河游
记”主题采访活动山西行采访团
结束了在盐湖区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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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雀楼，唐开元大铁牛，普救寺，卿头镇葡萄产业园区
种植基地

地点：永济市

河东池盐博物馆，池神庙，七彩盐湖，解州关帝庙，
运城博物馆，常平关帝家庙，岚山根·运城印象

地点：盐湖区

李家大院，万荣苹果主题公园，后土祠

地点：万荣县

▲在万荣李家大院接受媒体采访 ▲在河东池盐博物馆与我市青少年一起追溯千年历史 ▲在岚山根·运城印象台湾风情街游览

“台青黄河游记”今年6月启动，台湾青
年团队及相关媒体等从黄河入海口溯河而
上至青海黄河源头，沿途拍摄9省、30余地
市的黄河人家，和当地青年一起实地感受黄
河流域的壮阔风景、优秀传统文化和生态保

护，见证黄河流域的发展进步和沧桑巨变。
山西行是该活动第六站，其间，采访团

先后赴20余个参访点进行实地交流采访，
全面了解山西历史悠久的黄河文化、绿水青
山的生态之美、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7月20日至23日，“台青黄河游记”主
题采访活动山西行走进运城，先后前往永济
市、盐湖区、万荣县进行采访。本报记者也跟
随他们的脚步，记录了他们在运城的一些片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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