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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艳妮

我的家乡叫运城，古称河东，因“盐运之城”而得
名，当地老百姓都知道“盬”是运城盐湖的专属字。
在这个小城市，人们生活悠闲、安居乐业。在这里，
你可以沿着盐湖彩道漫步，欣赏沿途的美景。虽然
盐分含量极高的土壤种不出玫瑰，但是中条山脉的
风裹着黄土高坡的沙，倾撒着它满腔的热爱！

盐湖 132 平方公里，曾经堆砌在旁边的硝堆像
是座座微型“雪山”。一旁的中条山上，郁郁葱葱的
松柏与盐湖相互映衬，就是古诗里写的“一片银波藏
锦绣，万年盐水显风流”的景象吧。站在池神庙观景
台远望，天晴时她是锦绣未央，如花似玉风姿绰约的
红颜花旦，丽丽化妆瑞气生；落雨时她是水墨江山，
兰指轻翘、莲步婀娜的青衣佳人，在水一方轻舞霓
裳！每年夏季，随着温度升高，湖中的藻类与盐水虫
大量繁殖，湖水呈现不同的颜色，就像打翻了调色板
一样，红的像宝石、绿的像翡翠、白的像水晶、粉的像
玛瑙、黄的像琥珀……

盐湖的湖水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可以人体悬浮、
黑泥美容，就如同课本中描述的以色列死海那样，她
们同属内陆咸水湖，以色列死海黑泥以氯化物为主，
运城盐湖黑泥以硫酸盐为主，两者都富含有益于人
体的矿物质元素，且均在同一数量级上，对人体的健
康作用“异湖同功”。

近年来，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美。堤岸整治、江
道疏浚、防汛加固等生态修复专项工程顺利实施，绿
山、治水、活盐、兴产、靓城综合治理一体推进，效果
显著。今年“五一”假期，运城旅游火出了圈，不仅迎
来万千游客，还成为全国最受游客欢迎的小众旅游
目的地之一。热闹的东湖早农贸市场、流量担当的

“盐湖006号灯杆”网红打卡地、《千与千寻》动漫同
款的水上列车，还有众多蕴含历史文化的古建筑历
史文化景点，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运城的自然和人
文之美。真可谓：自然风光美不胜收、人文景象热闹
非凡、非遗集市别开生面、特色活动精彩纷呈、美食
小吃大快朵颐。

“一片银波藏锦绣”文润乡土 田野艺香
运城市文联惠民演出走进万荣通化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 实
习生 陈柯邑）共奏文艺惠民和谐
曲，共谱乡村振兴新篇章。5 月 20
日，万荣县通化镇小水果主题公园
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
论述，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发表 82 周年，发挥文
艺“轻骑兵”作用，扎根生活沃土，服
务人民群众，赋能乡村振兴，“文润
乡土 田野艺香——运城市文联惠
民演出走进万荣县通化镇”文艺活
动在这里举行。精彩的节目吸引了
当地众多乡亲前来观看。

此次活动由运城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万荣县委宣传部主办，万荣
县通化镇党委、政府和县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承办，运城市戏剧家协会、
市音乐家协会、市舞蹈家协会、市曲
艺家协会、市朗诵演讲艺术协会、市
摄影家协会承办。

上午 10 时，演出还未开始，乡

亲们早已围坐于舞台前，脸上洋溢
着期待的笑容。演出在唢呐独奏

《庆胜利》中拉开序幕，欢快的节奏
瞬间让现场的气氛升温，女声独唱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蒲剧《安安
送米》、相声《欢歌笑语》、合诵《我的
墓碑》、万荣笑话小品《一墙之争》、
蒲剧《李慧娘》等 13 个精彩节目轮
番上演，极具本土特色。乐器演奏
的悠扬旋律在果园上空回荡，小品
和相声的幽默诙谐让观众们捧腹大
笑，蒲剧的悠扬旋律和革命歌曲的
激昂旋律让人心潮澎湃，与乡亲们
丰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

尽管天气炎热，但各位艺术家
志愿者不畏炎炎烈日，为乡亲们送
上精彩演出。为了让乡亲们近距离
感受蒲剧艺术的魅力，蒲剧表演艺
术家王艺华直接走到台下，为群众
近距离表演。一曲《枣儿谣》终了，
乡亲们热情不减，激动地高呼“再来
一段”，王艺华被乡亲们的热情感
染，演唱了《寇老西升堂》，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王艺华说，希望通
过这次演出，为辛勤劳作的果农们
带去欢乐，祝愿他们今年有个好收
成。

值得一提的是，演出中有几位
演员是通化本地人，他们带着对家
乡的深情和对艺术的热爱回到熟悉
的土地，为演出增添了一份特别的
意义，使活动变得更加温暖。

整场活动精彩纷呈，引得乡亲
们掌声不断。台下的张大爷在观看
过程中连连叫好，脸上洋溢着满足
的笑容，他说演出非常好看，演员们
的表演都非常精彩，不仅缓解了农
忙的疲惫，还带来了文化享受，希望
这样的演出多多举办，让更多乡亲
们享受到文艺的快乐。

演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圆满
结束。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他们会继续坚持举办惠民活
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
艺术的种子在广袤的田野中生根
发芽。

□尹冰

在河东池盐文化的载体——盐池神
庙碑林中，有一通碑刻《创修盐池石工碑
记》。它是明代一位叫吴楷的巡盐御史，
为记载他在河东任职期间，主持维修盐
池的防洪设施而写的碑文。历经400多
年的风雨侵蚀，碑文现已模糊不清，然而
透过这些断断续续、若隐若现的文字，碑
文记载的故事逐渐清晰，当年的情形仿
佛就在我们眼前。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
1596 年，吴楷奉朝廷之命，担任河东巡
盐御史。到任后，他发现盐池在条山之
下，“一遇淫雨，势如建翎”，也就是说一
旦雨水过多，就会造成洪水泛滥，其来
势凶猛是人力所不可阻挡是。“鹾池百
堵却如啮如摧”，盐池的防御设施就会
不堪一击，毁于一旦。他观察地形地

势，“度势审形”，就“池之南短堰”“北面
诸堤”“其西之卓刀等堰”“其九里堰在
东面者”等，根据盐池周边的实际情况，
分别制订了不同的修缮方案：补其缺，
固其基，惟可疏者疏之，可聚者聚之，内
外相固。

此项工程开始于当年的闰八月二十
日，竣工于十一月初九，历时近80天。比
较有意思的是，碑文里详细地记录了这
项工程的用料和耗资情况：“砖石工计长
342 丈 5 尺，土工计长二千一丈三尺，砖
计用一十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五个，石条
632丈，灰一十四万1710斤，而所费旷役
银仅331两有零”，这些有零有整的数字，
俨然就是400多年前这项工程的报告。

透过这些文字和具体的数据，今天
的我们心生许多感悟：

一是400多年前的这位封建官吏吴
楷，山东曹州人，到山西南部任职，能迅

速适应角色，进入工作状态，带领团队围
绕当时盐业生产的关键问题，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摸
清弄透，为抓落实打下坚实基础，科学谋
划、精准施策，扑下身子办实事，为官有
为、为官善为。吴楷在河东任期两年，不
仅大举维修了盐池的防洪体系，而且为
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石刻《河东盐池之
图》，给我们后代研究盐池提供了重要的
史实资料。

二是这项水利工程结束后，他们严
谨细致地立碑为记，固然有他作为一名
封建时代的官吏，为自己记述功业的一
面，但在客观上做到账务公开，给老百姓
一个交代，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自觉接
受百姓世人的监督。这对我们今天政务
公开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三难能可贵的是：在碑文的最后一
部分，吴楷陈述了此项工程的前因后果，

“是役也，前院雍墅李公曾具疏于十年之
前，余今始得卒业”。这里所说的李公是
李尧民，也是一位山东人，万历十四年任
河东巡盐御史。他十年前就曾给朝廷上
表过奏章，提议关于河东盐池的水利维
修事宜，十年后吴楷继任，接序奋斗才完
成此项工程。

注重调查研究，实施政务公开，真抓
实干接序奋斗，这就是这篇明代《创修盐
池石工碑记》带给我们的几点感悟和收
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文化自信必不可少，让我们在经典中寻
找亮点，在学习中增强自信，从传统文化
中挖掘新时代思想。每一种文明都延续
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血脉，既需要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借鉴和吸收，接续历史，传承
文脉。

池 神 庙 明 碑《创 修 盐 池 石 工 碑 记》

▲盐湖风光 记者 茹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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