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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杜磊）携千
人毅行，沐南山春风。4 月 8 日上
午，2023年“盬税杯”运城市第十二
届“走大运·徒步盐湖”毅行活动成
功举行，我市1400多名徒步爱好者
报名参加，以实际行动向全社会传
达通过体育运动追求健康生活的理
念。

此次毅行活动全程39公里，从
市区国科欢乐港出发，沿解放路向
南，途经池神庙、滨湖路、望湖园观
景台、环盐湖新建彩虹步道、盐池
东禁墙、井园村、蚩尤村、乡遇·刘
范民宿艺术村、南山高尔夫球场、
凤凰谷雕像、盐池广场，最终回到
起点。

上午 8 时，在国科欢乐港启动
仪式现场，参赛队员们个个精神
抖擞、整装待发。随着市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尚国桦宣布活动
开始，千人毅行队伍以团队为单
位，有序向盐池方向进发。一路
上，徐徐春风拂面，孩子们扛起队
旗迈着整齐的步伐，大人们背起
行囊结伴而行，大家欢声笑语不
断，尽情享受春日的暖阳。此外，
主办方还在沿途设置了能量补充
和打卡点，队员们穿越城市的喧

闹，与盐湖相拥，将盐湖美景尽收
眼底。

据了解，“走大运·徒步盐湖”毅
行活动从2012年首次举办以来，得
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现
已发展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长距离
徒步活动。该活动是“体育+旅游+
文化”的生动体现，不但展现了我市
广大干部职工和青少年顽强拼搏、
坚持到底的体育精神，更展现了盐

湖厚重的历史文化，为进一步宣传
运城增色添彩。

此次毅行活动由运城市体育局
指导，盐湖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运
城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联合主办，
国家税务总局运城市盐湖区税务
局、国科欢乐港、乡遇·刘范民宿艺
术村、运城蓝天救援队、运城市红十
字应急救援队、山西嘉璐房地产评
估有限公司等协办。

穿越城市喧闹与盐湖相拥

我市第十二届“走大运·徒步盐湖”
毅行活动开走

◀4 月 9 日，春光明媚，在
盐湖区岚山根·运城印象景区
步行街，游客在品尝风味美食。

随着气温回升，春暖花开，
许多市民趁着周末休息，走出
家门到市区周边景区春游。步
行街一经营户告诉记者，随着
天气转暖，景区游客逐渐增多，
来店就餐的游客越来越多，生
意也越来越好。

记者 祁克宁 摄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 见习记者 吴
娜）从临猗县农业农村局获悉，以“融合农文旅、贯
通产加销”为主题的山西（太原）特优农产品春季
产销对接活动上，临猗县万华果品有限公司、御品
一园、胃你好3家企业携12种“特”“优”农产品参
展并受到广泛关注。

此次活动是由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太原市农
业农村局联合举办的大型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供应商来自全省近260家生产企业。活动中，饮
品、果蔬、杂粮、肉制品、休闲类农产品等16个品
类的近1200种特优产品集中亮相省城，受到广泛
关注，现场对接交流气氛热烈、成果丰硕。

活动中，临猗县万华果品、御品一园、胃你好
等“特”“优”农产品吸引太原好货、美菜集团、太
原市天龙山景区、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美丽乡
村、山西简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唐久便利、金虎
便利等采购商前来洽谈合作。对接活动共现场
签订购销协议 380 万元，并达成 80 余万元的意
向订单。

通过此次活动，临猗县逐步形成政府强力推
动、企业主动创建、社会积极参与的农产品营销渠
道建设的良好开端。临猗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积极有效地推动该县“特”

“优”农产品“走出去”、品牌“亮起来”、农民“富起
来”、企业“强起来”，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实现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运城晚报讯 为更好地传承和挖掘夏县“五
大文化”，实现该县县委提出的建设“文化之城、康
养之城、绿色之城、活力之城”的宏伟目标，4月7
日，夏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在尉郭乡西阴村，举办了
嫘祖根祖文化调研座谈活动。

山西农业大学蚕业科学院院长王东、吉林大
学夏县基地和运城学院负责人应邀出席会议。夏
县县委宣传部、尉郭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三晋文
化研究会理事、专家学者、嫘祖文化研究会全体成
员等50余人参加。

活动当天，参会人员统一乘车，来到西阴
村。在国家、省、县“西阴遗址”重点文物保护碑
和中国考古之父李济纪念馆，以及李济先生发掘
西阴遗址纪念碑前，在嫘祖祠，在山西嫘祖故里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西阴根祖文化展示中心在
建工程场地，大家聆听专家的详细讲解；在尉郭
乡政府会议室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齐聚一堂，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阐述了独到的个人见解，共同
探讨嫘祖文化和丝路文明，为弘扬嫘祖文化、传
承嫘祖精神建言献策；最后确立了嫘祖文化研究
的一系列子课题。

通过实地考察、专家解说、专家讲座、座谈交
流等系列活动，大家进一步了解了黄帝元妃、华夏
之母——嫘祖，她首创养蚕之法、抽丝织绢之术，
教民养蚕，把养蚕技术推广到华夏各地，揭开了人
类衣着文化的序幕，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
和物质财富；深刻体会到嫘祖根祖文化的博大精
深。嫘祖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和精
华，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宝贵财富，是炎黄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东方女性文化的光辉典范。

嫘祖故里尽朝晖，激情奋进新征程。通过调
研学习，大家深刻认识到嫘祖文化是夏县的一张
亮丽名片，并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嫘祖文化、凝聚
文学力量、传承嫘祖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夏
县“四城”建设，为进一步繁荣夏县文化、促进夏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彭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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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现场 记者 杜磊 摄

▲春光里的徒步者 记者 薛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