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爆
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为迎接甲辰龙年，由夏县文联主
办，夏县作协、夏县书协承办的

“我在夏都过大年”有奖征文正在
进行中。

2024 龙年春节即将来临，无
论是在外求学的莘莘学子，还是在
外打拼的成功人士，当你目睹夏都
随着“四城建设”（文化之城、康
养之城、绿色之城、活力之城）的
加快推进而发生的美丽蝶变，一定

会怦然心动、感慨万千。请把情感
的思绪倾注于笔端，请把对亲人与
家乡的祝福融入字里行间，带着美
好的祝愿开启龙年新征程。

此次征文要求围绕“我在夏都
过大年”这一主题展开，记录年味
里的感人故事、寻找关于春节的美
好回忆、发现旅行中的趣闻趣事、
讴歌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进一步
展示文艺创作新成果，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营造良好节日氛围。征文
体裁不限，散文、小说、诗歌均

可。散文、小说 2000 字左右，诗
歌不超过 30 行。主办方将择优在
夏县作协平台 《夏都文学》 刊发。
此次征文还设置了有关奖项，入围
者将有机会获得夏县籍中书协会员
书法作品。

征文截止时间为龙年正月底，
投 稿 邮 箱 ： xdwx518@163.com。
投稿须为原创，并确保未在其他平
台上发表过，文末要附上作者简
介，并注明“我在夏都过大年”征
文。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邮储银行工作队送
春联活动已经办了两年，很受大家欢迎，这春联在
手，年味就浓了。”1月23日，拿到红彤彤的春联，闻
喜县东镇上白村村民李彦卫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春风暖，魅力上白气象新。在农历龙年
春节来临之际，为营造欢乐祥和的新春氛围，邮储银
行运城市分行驻上白村工作队组织开展了“翰墨暖
人心 迎春送万福”活动。活动现场，墨汁飘香，一句
句充满祝福的联语在书家们的妙笔下熠熠生辉。领
到洋溢着浓浓年味的“福”字和春联，村民们都露出
了灿烂的笑容（下图）。

火红的春联，既是对癸卯兔年的最美总结，同时
也是对甲辰龙年的美好期待。邮储银行运城市分行
驻村工作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也
是驻村帮扶工作的重要一环，要让全体村民在浓情
关爱中幸福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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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时尚”非遗 飞入寻常人家

□权保骏 陈小明

农历腊八，雪后初晴，稷山县
稷峰镇杨赵村焦建光的家里门庭
若市，原来这天是他儿子焦琦与
新娘冯晟喜结连理的大好日子。
村民们听说这场婚礼楹联“打头
阵”，所以早早前来，欣赏这一文
化新风尚。

焦建光家的大门朝东，左右
八字墙上的楹联是：爱如雪洁，情
如梅艳；志共梦圆，喜共岁新。大
门上的楹联是：迎贵客高朋，且听
笑语连着吉语；伴山盟海誓，欣见
雪花爱上梅花。大门背面的楹联
是：一院唠家常，和和美美千般
好；满堂添喜气，蜜蜜甜甜四季
风。

再往里走，婚礼大厅门上的
楹联是：情连汾脉到龙城，琦珍合
璧；爱越太行传稷岭，晟睿映堂。
房间大门上的楹联是：焦点喜成
亮点，琦行同逐梦；冯媛乐结爱
媛，晟业总连心。

以上这些贺联，均由闻喜县
诗联学会执行会长何沁学编撰并
书写。联味浓、笔墨香，人们看着
这些生动鲜活的作品，赞不绝口，不时有人在作品前
拍照合影。

楹联文化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移步大院南、北墙上的喷绘楹联作品，金字红

底、气势磅礴，欣赏者不停地用手机拍照，收藏保存。
有贺联的地方必有贺诗助力。何沁学、杨爱兰、

张凯旋等人的贺诗，与高雅的贺联相映成辉，衬托得
新人亦如诗动人、如联般配。

稷山县诗联学会也为这场婚礼助力不少，学会
成员以饱满的热情，题写了许多精品佳作。一副副
楹联取意真真切切，昭示着一对新人的爱情真真切
切；一首首贺诗聚焦和和美美，昭示着一对新人今后
的生活和和美美；一首首贺词展现红红火火，昭示着
一对新人今后的日子红红火火。

诗词联颂三生石，天地人结百载心。楹联为婚
礼增添了精彩、增加了内涵，也为优秀传统文化打
开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祈愿楹联融入生活的各个角落，让“楹联之花”越
开越艳。

“我在夏都过大年”有奖征文正在进行中

迎春送福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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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景斌

前不久，在一个订婚宴上，一
块定制版的绛州澄泥砚吸引了在场
人的目光。据事主介绍，这块砚台
是他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名叫举案
齐眉砚。

这块砚台取材东汉梁鸿与妻子
孟光相敬如宾的故事，主体是一对
举案齐眉的夫妻，并蒂莲作底、比
翼鸟在天，整体构思精巧、制作精
良。围观的人群纷纷点赞，这个寓
意好，既有纪念意义，也有收藏价
值。

据了解，绛州澄泥砚，兴盛于唐
宋，位列“四大名砚”之一，迄今已有
千余年历史。传承至今，新绛县绛州
澄泥砚研制所是制作绛州澄泥砚的
代表。而且，该所依托绛州澄泥砚，
打造了一个融文化交流、非遗展演、
艺术展示、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于
一体的综合文化主题园区——绛州
澄泥砚文化园。

元旦过后，走进绛州澄泥砚文
化园，该园艺术总监蔺霄麟正在线
上直播，推介绛州澄泥砚。目前，
他的团队在线上已经有了固定的客
源群体，年龄在 20 岁至 40 岁之
间。他说，传统的非遗正被赋予当
代审美内涵，重回生活。

蔺霄麟有着很好的“先天条
件”，其祖父蔺永茂是国家级非遗
绛州澄泥砚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父亲蔺涛是省级代表性传承
人。耳濡目染之下，他对绛州澄泥
砚也有着特别的感情。后来，他大
学及留学期间又选修了几门与砚台
制作相类似的专业。

学成归来，他将现代技艺与传
统设计相结合，创作出更加多元化
的作品。这些产品有颜值、有卖
点，为绛州澄泥砚打开了新的销
路。他还陆续推出了一些周边产
品，比如摆件、笔搁、印章等，简
化设计元素，从而更符合年轻人的
品位。据他介绍，临近新春，需求
量大，澄泥砚一直供不应求，特别
是生肖龙砚更是成了“香饽饽”。

当然，绛州澄泥砚文化园里不
只有绛州澄泥砚。

这座位于新绛县龙兴镇王庄村
北端的文化园，包括绛州澄泥砚珍
品馆、博物馆，文化交流中心，非遗
展示中心，弟子规国学园，商务科研

楼等，涵盖了面塑、云雕、木版年画、
青铜器、烫烙画、拨金漆画、刺绣等
其他非遗的历史渊源、工艺流程、产
品展示等。

在新绛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下，该文化园已入驻 32 家传统非
遗企业，全方位展示新绛县的传统
非遗产品，使人们能一站式了解绛
州传统非遗文化。

自 2016 年 一 期 工 程 完 工 以
来，该文化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参
观人群 20 余万人次，是太原师范
学院、运城学院、运城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等大专院校的实习与实践教
学基地。

2018 年，该文化园被认定为
“新绛县中小微企业非遗文化创业
创新基地”，并成为“运城市红色
文化传承教育基地”“新绛县红色

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和“新绛县廉
政文化教育基地”，是对中小学生
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红色革命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之地。

之后，“山西省对台交流基
地”“山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山西省新侨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运城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运城市党史教育基地”等陆续落
户该文化园，使得此地成为新绛乃
至运城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非遗之旅，尽在一园。“要以
绛州澄泥砚为抓手，设计制作更多
有内涵的非遗文创产品，不断提升
绛州非遗的影响力，推动绛州非遗
更好地融入市场，走向寻常人家，
为绛州非遗的保护和活化利用作出
新贡献。”新年新气象，蔺霄麟信
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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