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8月29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捷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王棉 / E-mail：ycwbwh@126.com
副刊·文化 12

▲领取婚书
▼活动现场

“七夕节”因牛郎织女的
美丽爱情传说，成为象征爱
情的节日。今年农历七月初
七，“山盟海誓 情定七夕”
运城市盐湖区第三届婚恋新
风教育季活动启动，我们10
对新人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憧憬，在共同踏上人生崭
新旅途的节点上，来到美丽
的盐湖区东郭镇刘范村，领
取了证书、婚书，收获了大家
的祝福。我们的家人也在现
场见证了我们的幸福，此刻，
幸福的热泪洒满“七夕节”！

□梁冬 张秋生

汾河作为山西的母亲
河，千万年来孕育了古老
而又灿烂的三晋文明。但
在以前，遇到雨季，汾河以
其桀骜不驯的性格，经常
泛滥，给两岸百姓造成沉
重的财产损失，甚至带来
生命危险。

（一）

20 世纪 70 年代，新
绛县委书记梁合水刚上任
不久，汾河便给了他一个

“下马威”。那是 1976 年，
连续多日的雨水，使汾河
暴涨，两岸大水茫茫，6个
乡镇的秋庄稼被淹，县城
南北的交通被阻断。面对
突如其来的水患，梁合水
到汾河两岸调查，看到水
患给店头、城关、古交、柳
泉、横桥、万安6个乡镇的
百姓带来巨大伤害。接着
他又翻阅了史料，发现历
史上汾河屡次发生水患，
触目惊心，于是决定在汾
河两岸修坝防洪。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
“坝底五米，坝高三米”“六
十里一条线，四十里对着
干”。面对这么大的工程，
当时资金困乏，生产工具
落后，消息传开便引来一
片非议，“土从哪里取，石
头从哪里挖”“人拉担挑，
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搞不
好 不 了 了 之 ，还 劳 民 伤
财”……当时大多数人不
理解，怨声载道。

而梁合水想，修大坝
是为了千秋万代，不能把
钱抠得太紧，再大的困难
也要克服。梁合水不为所
动，坚持修汾河大坝。

新绛县委、县政府领
导班子身先士卒，组建了
一支 2000 多名优秀青年
参加的“农田基本建设兵
团”，领导也参与其中。当
时，“农建兵团”是以连为
单位，按照军事化进行管
理。大家早上要出早操，晚
上加班要学习，睡在农户
家“土炕”上，吃的是玉米
面馍，菜大都是萝卜、白菜
和南瓜，平时很难见到荤
腥，条件十分艰苦。

（二）

面对繁重的体力劳
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兵团
的战士没有被吓到，没有
被压垮。相反，兵团全体战
士心怀壮志豪情，在汾河
岸边摆开战场。“六十华里
一条线，四十华里对着干，
两千雄狮战河滩，定叫滩
涂变江南”是当时兵团战
士“战天斗地、改造自然”

劳动场面的生动写照。
泥泞的汾河滩地，有

时行走都十分困难，但兵
团战士天不怕、地不怕，
甩开膀子、撸起袖子，每
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大
家用肩挑、手搬、车拉，硬
是用近似原始的方法，一
锨一锨，一车一车，一点
一 点 ，把 滩 涂 松 软 的 泥
土从河滩地搬到河坝，耗
时一年九个月时间，建成
现在汾河大坝的雏形，为
大坝后续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后来，因筑坝建设急
需使用石料，大家又奔赴
吕梁山，辗转驻扎在新绛
县泽掌镇涧西村、北张镇
北董村。每天上山放炮炸
石，中午饭送到山上吃，

“轻伤不下火线，小病照样
上山”，大家一干就是几个
月，为筑坝建设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石材。

我们手头现在还保留
着一张梁书记与我们一起
拉石头的照片。那时，为了
体现干部与群众实行同
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
原则，领导干部同样有任
务，与群众一样每天要往
返40多公里上山拉石头，
天不亮就起身，一车石头
拉到工地就到下午了，一
天下来，真是筋疲力尽。

一年多的奋战，一年
多的苦干，东起原店头乡
南梁村，西到古交镇周流
村，总长30公里的汾河新
绛段两岸大坝坝体基本合
拢，实现了千亩滩涂变良
田的历史性变迁，一举改
变了祖辈千年遭受汾河水
灾泛滥的历史，从根本上
解决了汾河水患的问题，
有效地保障了沿岸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三）

45 年过去了，我们对
当年兵团“治汾筑坝”的热
火朝天劳动场景，仍记忆
犹新。那段工作经历，丰富
了人生阅历，磨炼了意志，
锻炼了身心，是人生中的
一段珍贵记忆。

不久前，我们电话联
系了居住在太原、已有93
岁高龄的梁合水。如今的
他 除 了 有 腿 疾 、耳 聋 之
外，头脑仍十分清楚。提
起当年修汾河大坝的事，
他说：“汾河作为山西的
母亲河，实施‘黄河战略’
十分必要。我们党的根本
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作为
一名领导干部，为官一任
就要有作为和担当，要为
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办
难事。否则就辜负了人民
的信任。”

汾河筑坝往事热泪洒满“七夕节”
□李赵桐 孙蓉

证书纷纷送祝福

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
10 对新人在东郭镇乡遇刘范民
俗艺术村草坪婚礼基地举办了集
体婚礼，迎来最庄重和最甜蜜的
时刻。活动基地被装饰得如诗
如画，鲜艳的玫瑰、芬芳的薰衣
草、粉红色的气球、乳白色的幸
福门，以及每一个精心布置的细
节，都显示了主办方对新人的尊
重和祝福。我们手牵手，站在婚
礼台上，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期
待。

我们依次分享了各自的爱情
故事，随后在欢快的音乐和热烈
的掌声中，有关领导为我们颁发
了红彤彤的结婚证，并赠送了由
书法家撰写的婚书长卷。这一
特殊经历，为我们打开了“幸福
之门”，引领我们奔向灿烂的新
旅途。

我们眼含幸福的热泪，激动
地向各位领导鞠躬致谢。这是
各级领导对我们殷切的期望、
无限的眷恋、深情的爱意、诚挚
的祝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
们要以身作则，敢于对婚俗陋
习说“不”，积极践行文明、健
康、理性、低碳的婚俗新理念，
做好婚俗新风的倡导者、传播
者、践行者！只有用高尚的品
德、良好的家风、淳朴的情感铺
就的人生之路，才是长久、宽
广、坚实的！

寄语殷殷动心弦

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区民
政局特意给荣获全国“五好家
庭”的金婚夫妇赵宏元、梁迎春，
也就是我的姥爷、姥姥，颁发了
盐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特邀
颁证师”聘书。

这不，今年已有 76 岁的老
两口特地来到现场，为新人们宣
读了他们精心创作的“颁证寄
语”和“领证祝福”：“美好生活，
要凭你们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
幸福爱巢，要靠你们非凡的智慧
共同呵护；温馨家庭，要以你们
相互的礼让共同维系；漫漫旅
途，要用你们勤快的双脚共同度
量！要懂得感恩，要勇于担当，
要和睦邻里。深深祝福大家，吉

祥如意，幸福满满，万事如意，快
乐满满，事业胜意，成绩满满！”

真没有料到，给我们宣读
“寄语”的竟是我的姥爷姥姥！
我们和他们相拥相抱在一起，热
泪盈眶，洒落衣襟！

婚书绵绵情意浓

婚书记录了伴侣之间的铮
铮誓言，更寄托了夫妻双方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期待。盐湖区民
政局特意邀请书法家谢婉，亲笔
为新婚夫妻一笔一画书写了婚
书长卷。婚书的左侧笔触饱满、
灵动鲜活，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深
意和美好的祝福；婚书右侧是一
对精美的鸳鸯剪纸，它们互相依
偎，形象生动、逼真，充满了爱意
和温情。

整张婚书的设计简洁、大
方，又不失精致和艺术感。左侧
的书法和右侧的剪纸相互呼应，
完美组合，相映生辉。婚书上
书：“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
缔。诗咏关雎，雅歌麟趾。瑞叶
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同心
同德，宜室宜家。相敬如宾，永
谐鱼水之欢。互助精诚，共盟鸳
鸯之誓！”

我们双手展开婚书，细细品
味其中真谛，心心相印、叶叶联
芳之情意涌上心头，永结同心、
白头偕老之恒心油然而生！

家人款款齐祝福

活动还未开始，我的姥爷、
姥姥、大姨妈、母亲、表姐、表妹
和年仅 8 个月的小外甥女 7 人，
一直陪着我们，有的送水，有的
拍照，有的送花。“这儿风景多秀
丽，来一张！”“这儿这么多鲜花，
不要错过！”姥姥当起了“总导
演”，张罗着为我们留下心动瞬
间。

意想不到的是，活动结束
后，其他家人也在百忙之中前来
为我们送上祝福，让这个特殊的
日子变得更加温馨圆满。父亲
在西姚村精心安排了一桌“盛
宴”，大姨爸、三姨爸和表姐夫相
继赶到。我们一起就餐、合影，
姥姥、表姐和表妹分别代表3个
家庭给我们赠送了红色“大礼
包”。

我们一家人在饭店拍了合
影，留下这一难忘的时刻。看到
照片后，我们才留意到，我们这
个大家庭如今已是四世同堂，顿
时感触颇深。这不仅仅是一张
简单的家庭照片，透过这张照
片，我们能感到家庭成员深厚的
感情和相互扶持的力量，这是一
幅展现家庭和谐与幸福的生动
画面。我们又一次激动得热泪
滚滚，并与姥姥拥抱在一起。我
们说：“是不是有点太——”姥姥
嗔怪说：“这是你俩的喜事，更是
咱们大家庭的大事！”担任“总指
挥”的姥爷说：“婚礼是民间的仪
式，领证是国家的见证，不隆重
不行！这也是家人们的一片心
意啊！”

记者 茹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