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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文化新空间◆

这两日，河东降温，户外天寒，
即使站在阳光下，也得缩着脖子、
捂紧袖口。

然而，有这么一群人却不畏严
寒，四处奔波，用光影定格世间美
好。他们就是手持“长枪短炮”的摄
影爱好者。

12 月 15 日，坐落在运城经开
区的“文化大观园”——鼎鑫华府，
又一次热闹了。当天，由市文联、市
摄影家协会、山西鼎鑫集团联合举
办的“鼎鑫华府”杯摄影大赛启动。
全市 13 个县（市、区）的 300 余名
摄影爱好者齐聚此地，共赴一场光
与影的文化之约。

为何称鼎鑫华府为“文化大观
园”？这还得从央视《热心话》栏目
说起。今年 8 月 25 日 18 时 20 分，
央视 CCTV-12 的《热心话》栏目
以“这里有座‘文化大观园’”为题，
通过近半个小时，讲述了鼎鑫华府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的文化故事。

在央视的镜头里，人们看到了
生活在鼎鑫华府的居民是幸福的、
是欢喜的。

为什么？因为这里的文化设施
及文化活动独具特色。鼎鑫华府计
划打造 10 个特色文化园，目前已
建成 6 个，分别是华夏文化园、南
湖文化园、锦绣中华园、民族文化
园、九龙文化园、家和文化园。你
看，华夏文化园的千年历史，成了
小朋友景周云汐作文里的一字一
句；浓缩着百年党史的南湖文化
园，让 87 岁老党员张全胜感悟党
的初心和使命；锦绣中华园的一步
一景，是刘文敏拍摄短视频取之不
竭的素材；华府大书房里的“汗牛
充栋”，润泽着每一个沉浸书香的
读者；锦绣大戏楼，是该小区群星
合唱团的排练场地，更是小区每次
举办文化活动的舞台，那嘹亮的歌
声、欢腾的舞蹈，总能赢得热烈而
持久的喝彩声。

正如《热心话》栏目主持人所
说，居住在这样的“文化大观园”，
人们的精神是愉悦的，潜移默化中
个个都向上向善、人人都闪闪发
光。

回到现实，锦绣大戏楼前，摄
影爱好者已经开始了生动记录。舞
台上，小区居民自发组成的歌舞队
带来了合唱《幸福阳光》、舞蹈《浪
漫的草原》等节目。自信洋溢、活力
满满……表演者阳光动人的精气
神，吸引得快门声此起彼伏。

相信光影的力量，感知文化的
神韵。随后，摄影爱好者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开启了巡园之旅，沉
浸式领略荟萃了五千年文明、汇聚
了九万里风光的六大特色文化园。

百保图、禹贡图，图图经典；山
海关、居庸关，关关如画。南京门，
展六朝遗韵；东京门，显两宋气象。
听雨轩前论道，烟雨楼下赏梅。青
花瓷瓶，寓意平平安安；太平海缸，
祝福国泰民康……真是列不完的
景观清单、说不完的文化宝藏，归
结起来就是，华夏文化园里说最早
中国，九龙文化园里看华夏图腾，
民族文化园里思民族精神，南湖文

化园里听红色故事，家和文化园里
抒家国情怀。

“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景、每
一物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篇章；每
一花、每一草又彰显着现代气息。
这里不仅是一个宜居的人文社区，
更是一个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
独特胜地。”万荣县摄影家协会主
席张怀心说，“我们一定会竭尽所
能，用镜头捕捉每一个精彩瞬间，
向人们全景式呈现有思想的建筑、
会说话的环境、有灵魂的社区、有
信仰的居民。”

咫尺银屏，流转千般光影；方
寸镜头，透视万种风情。此次摄影
大赛将持续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
期待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怀揣守望
历史、延续文脉、启迪未来之心，妙
手偶得、佳作天成，共同见证这座

“文化大观园”的多彩与繁荣。
记者 景斌

光影为笔，绘就文化新风情
——写在首届“鼎鑫华府”杯摄影大赛启动之际

接待参观、婚恋交友、文化谢
师、诗文征集、摄影大赛……近半年
时间，山西鼎鑫集团依托鼎鑫华府，
组织开展了诸多活动。这些活动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引起
了多方关注，也使得山西鼎鑫集团
成为不少同行甚至跨界公司学习的
对象。

山西鼎鑫集团能动作不断、影
响广泛，靠的是什么？细心的人们会
发现，有一条线在牵引着这艘庞大
的巨轮，那条线就是文化。

“文化至高无上。”这是山西鼎
鑫集团的安身立命之根。提到文化，
可能有人会说，文化是虚无的、是空
心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其实不然，文化是随处可见、可
知可感的，更蕴含着强大的引领力、
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小到鼎鑫
华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各种文化
在这里都很具象，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或多或少会受到滋养。环境熏
陶，不能日见其增，但定有所长。长
期以往，自然新风高扬、人心思进。

再放眼河东，更是文化富集、文
明璀璨、文脉绵延。正是这些熠熠生
辉、代代不息的“三文”，凝聚起澎湃
的精神动力，指引着河东儿女攻坚
克难、创造奇迹。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明立
世，文化兴邦。

记者 景斌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一词一句隽
永清新，一言一语慷慨激昂，诗词中积蕴着千
年的文化。诗词创作不止有理想抱负，还有人
生哲理，更有家国情怀。”近日，听完诗词专题
讲座，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柴佳月说。

为提高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激发学生
的创作热情，丰富学生的文化素养，运城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邀请运城市诗词学会为学生作
专题讲座。讲座中，该学会副会长冯雪芹以

《诗词概论》为题，从“诗词的概念”“格律诗的
规则”“格律诗的禁忌”“格律诗的对仗”等方
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诗词的起源、创作的技
巧、平仄的使用等内容。通俗易懂、鲜活生动
的讲座，展示了诗词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加深
了学生对诗词文化的理解。学生们纷纷表示，
要学以致用，勤创作、多练习，不断提升创作
水平，赋予诗词更丰富的内涵。

运城市诗词学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持续推进诗词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企
业、进社区等活动，致力于培养更多的诗词爱
好者和创作者，将中华优秀诗词文化传承好、
普及好、创新发展好。

市诗词学会
为运师学子送“诗经”

▲冯雪芹与学子交流
记者 张国平 摄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杨洋）12 月 9 日晚，
由运城市生态环境局与新绛县绛州蒲剧团联
合编排的生态环境主题蒲剧《桃花峪的春
天》，在夏县卫夫人艺术中心上演。

该剧以“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为核心，讲
述了驻村干部柳青山在桃花峪村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发展生态旅游的故事。通过上山调
研、走访农户、夜查污染等情节，该剧展现了
基层环保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诠释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演出现场，演员们凭借精湛的表演技艺
和悦耳动听的唱腔，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栩栩
如生，赢得了阵阵掌声和喝彩。许多观众表
示，该剧情节跌宕、触动人心，今后将积极践行
环保理念，从自身做起，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
一份力量。

活动负责人表示，此次演出有效提升了
环保工作的宣传效果，让环保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为推动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产业振
兴、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蒲剧《桃花峪的春天》
巡演到夏县

▲演出剧照▲鼎鑫华府夜景一角

▲定格园林美景
◀捕捉精彩一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