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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风传家人长寿

1 月 13 日早上，运城市德孝文化研
究会一行人从运城出发，在永济分会相
关人员的陪同下,首先来到赵杏村百岁
老人乔改子的家中，向老人敬献了榜书

“寿”字中堂作品一幅，并致以真切的问
候和美好的祝福。老人的小儿子曹中羡
向客人介绍了老人的起居生活，老人也
高兴地向客人分享她的长寿秘诀。

在很多人眼里，乔改子是良好家风
的典范，是学习的榜样。她贤良勤俭、思
想进步，年轻时一直是生产队里的劳动
模范，时时事事都积极主动，走在人前。
生产队开会时一致同意给她评为困难
户，但她坚决不当困难户，不要救济粮和
救济款。多年来坚持勤俭节约，宁可自己
吃糠咽菜，也要敬老抚小，照顾好家庭。
她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过去讨饭的上
门，她从不歧视，如遇饭时，就拉人家坐
在饭桌边，盛上热饭热菜，嘘寒问暖。巷
口来了爆玉米花的常老汉，她把早、午、
晚三顿饭送到人家手中，晚上还给人家
找住宿的地方，烧上热炕。常老汉把乔改
子一家人视为“恩人”，至今常老汉的儿
子还把乔改子一家人记挂在心，逢年过
节都会邮寄礼品。

乔改子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传播着
家风良训，不仅自己精神矍铄，耳聪目
明，乐享晚年，儿女们也在她的影响下传
承家风，与人为善。

调研组一行赞扬了乔改子老人的优
良品德，还和乔改子老人一起合影留念，
预祝乔改子老人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快
乐，健康幸福。

告别老人，调研组一行人走进张营
镇舜帝村，亲身感受德孝文化的源远流
长。

舜帝村原名“诸冯村”，是史载“舜生
诸冯”的原址，清代为“舜陶里诸冯村”，后
来为纪念舜帝更名为“舜帝村”，是全国唯
一一个以舜帝命名的村庄。村中大姓为姚
姓，是舜裔五姓“虞、姚、陈、胡、田”之一。
村中至今流传着舜帝的传说，舜倡导的

“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人
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之先河，被奉为
华夏至圣、文明之源。舜文化的核心是“德
孝文化”。中华孝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丰厚资源，在中国广大农村有着深

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价值认同。
调研组一行人站在“大孝有虞舜帝

故里”石碑前，仰望着高大雄伟的古碑，
追光怀远，作为德宗孝祖——舜帝的故
里，德孝文化在这里发源并传承至今。

作为德孝文化传承人，大家深感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表示一定要挖掘利用
好这一珍贵的本土文化资源，讲好舜帝
故事，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运城市德孝文
化研究会应有的贡献。

孝老敬亲风俗淳

离开舜帝村，调研组一行驱车向北，
来到了陶城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陈英锋，村妇女主任
兼照料中心负责人寻冬芳等热情相迎。
调研以座谈会的形式在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进行。

陶城村有南、北两个自然村和永宁
自然村，位于黄河东岸，是史载“舜陶河
滨”的古老村落。孝亲敬老是陶城村亘古
不变的乡风民俗，是这里人们精神追求
的主旋律。每年“三月三”古庙会，村里都
会请蒲剧团为老人们演戏助兴，舞台下
放置几百个板凳，义务供给周边各村老
年人及从吴王渡过河而来的陕西的老年
人就座。庙会期间，志愿者还会为老人们
免费理发，老人们还能吃到免费的长寿
面、油糕、羊肉泡等饭食，他们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

庙会上人们最关注的还有一年一
度的文明表彰大会，文明户、好婆婆、好
媳妇及五好家庭代表纷纷上台披红戴
花，事迹更是振奋人心。该村先后涌现
了70个“十星级文明户”、10个“五好家
庭”、15 个“好婆婆”及 20 个“好媳妇”。
寻冬芳是受到镇级表彰的德孝文化典
型人物；好媳妇胡勤玉坚持数年侍奉半
身不遂的公公传为美谈；张志会自学按
摩手法，近二十年来，天天为瘫痪在床
的母亲做按摩，防止老人因长期卧床造
成的肌肉萎缩，被授予“永济市十星级
文明户”。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孝”是一种基
因，从孝祖舜帝到张志会、寻东芳、胡勤
玉，到陶城村村民，他们坚守“事亲至孝”
的信念，代代相传。

陶城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已运行

五年，专门服务子女在外的留守老人，每
人每天供应两餐饭食。每月初一和十五，
寻冬芳、胡勤玉都和另外几个“孝老”好
媳妇一起自掏腰包，做几道好菜，为日间
照料中心的老年人改善生活。她们的孝
心善行，不仅解决了留守老人的生活困
难，而且也在实际上解决在外打工的子
女们对父母的担忧，大力弘扬了孝老敬
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日间照料中心，大家与老人们一
起共进午餐。具有永济特色的牛肉饺子、
现炸的油糕、油条，热馒头及可口饭菜，
让大家吃得很舒服，体验到了日间照料
中心的浓浓的幸福滋味，见证了陶城村
老人的安逸生活。

蔬菜、文创促发展

离开照料中心，陈英锋带领调研组
一行人来到陶城村永宁自然村大棚蔬菜
采摘园和山西华文领航文化传媒创意公
司的“蒲州陶”艺术展销店，感受本地蔬
菜、文创产品对乡村发展的助益。

永宁村下凹式日光节能温室，坐落
在黄河岸边的沿黄公路旁。目前，大棚里
绿色无公害的西红柿、黄瓜正进入收获
期。技术员介绍了技术管理要素，此种栽
培模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
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而且实现了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成为永宁村乡村振兴、
农民致富的一项新产业栽培模式亮点。
陈英锋邀请调研组一行人参观了采摘
园，品尝了清脆可口的黄瓜、沙绵汁满的
西红柿；之后又来到正在施工改造的垂
钓园，了解了永宁村蔬菜采摘园和垂钓
园未来的发展前景及长远规划。

华文领航文创产品“蒲州陶”以“舜
陶河滨”为切入点，开发“舜陶”项目，经
过三年多的艰辛探索，设计、生产出具有
黄河文化元素、永济本土文化元素的创
意产品，“黄河大铁牛”“鹳雀楼”“西厢
记”等 10 大系列 30 余种文创产品及三
件套、四件套、七件套茶具等闪亮登场。
产品匠心独运、端庄大气，令人惊叹。

舜风蒲韵，处处德孝典型。运城市
德孝文化研究会调研组一行人深入永
济，探寻德孝文化的发源地，感知德孝
文化的今日传承，德孝文化研究同本
土文旅产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也为运
城市的德孝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
路。

舜 帝 故 里 文 明 风
—运城市德孝文化研究会永济调研侧记

□曹中义

1 月 13 日，冬阳灿烂。运城市德孝
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波、副会长杨
存来、卫宗瓘、武安亭等一行赴永济考察
调研。永济分会会长赵澎碧、副会长景
晰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在永济先后看望了赵杏村百
岁老人乔改子，瞻仰了舜帝村“大孝有虞
舜帝故里”碑，考察了陶城村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调研了永宁村大棚蔬菜采摘中
心，参观了“蒲州陶”舜陶艺术展销店。
他们深入基层，面对面地了解永济分会
近年来在基层开展的宣传德孝文化、树
立典型引路、助推乡村振兴、打造永济文
化名片的工作成果。

□陈柯邑

网络微电影《一块石头》是广电总局
2023年第三季度推优的一部优秀网络视
听作品，该片由北京大学原创，聚焦人工
智能时代的大学教育，主题为“世界在
变，思想的传承在北大不变”。

影片讲述了在一个 AI 技术强大到
已让知识的获取变得无比便利的时代，
北大同学“小白”因无法感知到上大学的
意义而产生了退学的念头，并在古代文
献史的课堂上向教授发出疑问：“如果我
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AI来获取知识，那
大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个疑问也是影片想让观众思考
的，虽然当今社会不像影片中描绘的那
样，有着真假难辨的全息投影。但是，AI
能够通过AIGC技术自主学习并进行创
作，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影片
中提出的问题已经成为可以预见的未
来，AI确实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并且
会越来越融入我们的日常。所以，我们必
须要思考，AI会不会代替人类？

影片通过师生二人的交谈给观众们
提供了一个参考答案：AI不会代替我们
思考，但是我们必然要经历世界变化的
阵痛。面对质疑，教授交给“小白”一本古
书——赵明诚的《金石录》，让他尝试找
出这本书与AI书库里的书有什么不同。
经过扫描，这本书已经百分之百收录在
书库中，“小白”反复翻看，直到他读到

“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聚散有
常”。他想，读大学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
这一晃神，他不小心将咖啡洒在了这本
书上，他满怀愧疚准备向教授道歉时，却
看到教授正在收拾一摞摞书籍，将它们
搬到一个三轮车上。原来，由于有人退
课，现在选修课程的人不足五名，所以按
照规定这门课被取消了。

课程的取消象征着一种现实的打
击，AI 强大的收录能力，人类的确无法
超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必须学
会接受并适应一些新事物，但思考的涟
漪是人类不可被代替宝贵品质。当教授
神情惋惜地翻开《金石录》，他发现咖啡
渍在最后一页时突然又目光灼灼地问

“小白”，是看到哪一句的时候晃神了。听
了“小白”的回答，教授欣慰地说：“只有
看过的书才会留下思想的痕迹。”

世界在变，思想的传承对人类来说
永远不变。影片最后，AI 小助手为了理
解什么是“思考的涟漪”，它又一次展开
了搜索，结果是：“书籍在数据库中存在
度 100%，笔记、批注在数据库中存在度
0%。”它通过AIGC技术，生成了一则短
片，短片中提出了关于“思考的涟漪”的
问题投放给每一个人，并且选取了关于
人类历史上思想经历磨难的一些片段。

有在战争中惨遭炮火轰炸的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有在恺撒进攻埃及时被大
火烧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这场战火烧
掉了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及数学家欧几
里德的许多真迹原件；还有秦朝焚书坑
儒、楚兵入咸等。这些历史已经证明，如
此多的磨难都未能阻断思想传承的脚
步，曾经不会，未来也不会。

影片结束，答案已经了然，大学有存
在的必要，我们的思想也会随着人类的
绵延而生生不息。影片结束后还留有一
个小小的彩蛋，一位长者纠正一名孩童
打水漂的姿势，石头掷出激起一片片涟
漪，象征着尽管时代更迭，但思想一定会
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网络微电影《一块石头》：

世界在变，传承不变

▲观赏文创产品 景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