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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文水县三晋文化研
究会历时七年组织搜集、整理、编校的

《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文水县卷》一书，
经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专家指导审定，
已由三晋出版社出版问世。该书为 8开
精装本，55.5万余字，收录文水境内现存
和佚失的石刻文字 319篇，时间跨度上自
隋代下迄当代，内容涉及人文事件、自然
景观、民风民俗、城乡建设、文化教育等
各个方面，种类齐全，形式多样，是一部

记载文水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变迁
发展轨迹的珍贵史料存书，将进一步推
动文水县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女皇文化，
以狄青、梁锦阳等为代表的将相文化，以
道绰、福裕等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和以刘
胡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人文历史文化
的发展，并由此在传统教育、文化旅游等
方面体现和发挥其历史学术研究与现实
社会使用价值。

（冯增清）

本报讯（记者 曹永亮 通讯员 郝健） 8
月 13 日，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汾阳市“上林
舍杯”太极拳网络视频大赛展演活动在美丽
的汾阳市栗家庄乡上林舍村开演。

据悉，参加本次展演活动的代表队共 11
支。这 11支队伍是从 43支参赛代表队当中，
通过网络视频初赛，专家团评审、网络评选而
出的优秀团队。展演现场，太极拳团队队员们
精神抖擞，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进行了各式太
极拳展示。他们身着太极服，在柔和的背景音
乐中舒缓起势，只见他们动作轻盈敏捷，气定
神闲，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刚劲有力，腾、
挪、转、移章法娴熟，一招一式干净利落、刚柔
相济，于动静之中诠释太极魅力，共同演绎太
极神韵，呈现了一场丰富多彩、力与美的视觉
盛宴，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此次活动是汾阳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建设“体育山西、健康山西、幸福山
西”的具体体现，是为了推动全民健身和倡导
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以及有序推动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的有力措施。该市希望以此次“上林
舍杯”太极拳网络视频大赛展演活动为契机，
动员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唱响全民健身
主旋律，使体育锻炼、健体康体成为生活习
惯，营造追求高品质生活的良好氛围，努力做
体育山西的参与者、健康山西的推动者、幸福
山西的创造者，为书写汾阳市践行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凝聚强大正能量、激
发持久新动力。也是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积极打造成为“全国太极之乡”，进
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群众文化体育活
动的热情，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健身强体，抗击
疫情。

近年来，汾阳市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
步”的发展思路，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将文
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要求，
认真落实吕梁市委、市政府大力推动旅游与
其他业态融合发展的思路，依托国际烈性酒

大赛、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功能食品展销会、
吕梁文学季等大型盛会的举办，提出并实施
杏花村酒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工程”，推动旅
游与文化、康养、农业、乡村振兴等业态有机
融合，文化旅游产业迸发出新的活力。

2019年，该市累计接待旅游者突破 10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 80 亿元，增幅均超
过 22%，文化旅游业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
阶段成效不断显现。同时，该市还准确把握山
西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汾阳市“重
点发展酒文化旅游基地和清香型白酒基地，
形成食品加工、商贸旅游等为主导的特色城
市”定位，融合发展酒、文化、旅游产业，配套
发展商贸、餐饮、康养等现代服务业，全力打
造国内知名、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上林舍村，距离汾阳市区 12.8公里，有市
级公路汾郝线，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上

林舍村历史悠久，以皇家园林命名，是古老且
具园林特色的村舍。该村自然环境优雅，海拔
较高，无污染源，藤缠树绕，空气中负氧离子
含量较高，空气质量能达到国家 I级标准，堪
称天然氧吧。该村现有高空玻璃漂流、丛林穿
越、人造沙滩、七彩旱滑、神州飞碟等 20多种
大小型游乐项目；研学拓展基地一处，包含打

“地鼠”、徒步区、旱地冰壶、野外求生等 10多
项拓展研学项目。该村先后获得了“山西省农
业旅游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等称
号。上林舍生态旅游景区，于 2019年 8月份正
式投入运营，运营期间月均接待游客 10万余
人次。

本次活动由中共汾阳市委宣传部主办，
汾阳市卫体局、汾阳市新闻办、汾阳市融媒体
中心协办，汾阳市太极拳协会承办，主题是以

“快乐运动 健康相约”。

本报讯 近日，山西作家白
占全的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小
北京》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
版社正式出版。

《小北京》一书以散文为形
式，以山西柳林县城驻地“小北
京”柳林镇为题材，分“从远古
走来”“清河神韵”“五里长街大
闹市”“龙城逸事”“三座浮桥九
座楼”“香严禅音”“东方狂欢节
盘子会”等七个篇章，第一次系
统地为世人揭开了“小北京”的
神秘面纱，第一次全景式展现
了山西柳林镇千百年来的久远
历史、晋商往事、民俗文化及文
物古迹等。

该书的出版面世，不仅为
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柳林镇
明清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改造
项目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依据，
为柳林县的文化研究和深度文
旅融合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更
将为柳林扩大对外宣传、重塑
城市形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所谓“小北京”，在老百姓的
眼里就是繁华。狭义的“小北
京”也确实源于商业繁荣。然
而，“小北京”折射给我们的是
柳林社会政治文明、商业繁荣、
文化昌盛诸多方面，这也正是
白占全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小
北京》一书所要体现的宗旨。

山西柳林镇的“小北京”之
称流传很广，直到今天在晋陕蒙
一带仍有很大影响力。“小北京”
是经过几代柳林人的奋斗，到明
代嘉靖年间形成镇子，清末民
初呈现“生意买卖无记数，骆驼
不住响叮咚”的繁荣景象，并成
为秦晋“旱码头”、晋陕商帮策源
地之后赢得的一个盛誉。

民国十年，横穿山西柳林
镇的太军公路开通，柳林成为
晋中平川沟通西北地区一条畅
通无阻的捷径，“水旱码头”碛
口的地位受到冲击，柳林商业
发展更是加快，街道到处悬挂
起商业幌子，字号牌匾如雨后
春笋，经营项目五花八门，就连
孔祥熙的孔记煤油公司和阎锡
山的营记公司也在柳林落地生
根，固定资本达 10万元以上。柳林商帮还发展
成了一支与祁县、太谷晋商一样对当时经济、社
会繁荣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业劲旅；柳
林镇也随之发展成一个拥有 800 多家商号，人
称“小北京”的货通天下、富甲一方的晋西商业
重镇，出现了“山西柳林子，家家有银子，一家没
银子，端出几盆子”的盛况。

《小北京》一书作者白占全是山西本土作家
的杰出代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他一直笔耕不辍，躬耕文坛，先后发表散
文、报告文学等近百篇，出版著作 18部。其中，
长篇小说《下柳林》荣获“2013—2015年度赵树
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公开上
映；长篇小说《肥田粉》被推荐参评第十届“茅盾
文学奖”。 （陈黎云）

本报讯 （记 者 曹永
亮 通 讯 员 李竹华） 近
日，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
院“小火苗”暑期社会实践
队赴孝义、汾阳、文水三地
开展了一系列红色记忆寻
访社会实践活动。目的是
为加深对革命老区吕梁历
史的了解，弘扬革命精神。

在孝义红军东征兑九
峪战役纪念馆，大学生们
怀着追思和敬仰之情，认
真聆听解说，他们用心体
会，用笔记录，仔细参观每
一件展品。一幅幅珍贵的
照片和展品，仿佛在向大
家诉说着当年这片土地发
生的故事。队员们通过参
观实地考察调研，全面了
解了兑九峪战役在中国抗
战历史中的地位和重要意
义。

“小火苗”社会实践队
还到孝义抗日模范村——
石像村进行了考察调研。
通过查阅资料、参观村中
纪念馆及采访村中红色家
庭，石像村“人人爱国勇救
亡，家家仇敌齐参战”的抗
战故事和精神让队员们的

心灵被深深地触动。
调研结束后，全体队

员在“报国亭”前为烈士敬
献了花篮，表达了对先辈
的缅怀与崇敬。

在汾阳考察实践过程
中，实践队在贾家庄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详细了解了
当地的红色文化，认真探
索、研究革命精神对贾家
庄从贫穷落后发展到模范
小康村的作用和影响。

在文水刘胡兰纪念馆
内，队员们认真听取了刘
胡兰事迹。实地考察实践
结束后，队员们纷纷用自
己手中的笔写下了学习革
命先辈精神的决心。

通过本次社会实践活
动，实践队队员们对吕梁
的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有
了 更 加 深 刻 的 认 识 和 体
会，对自身所担负的历史
使 命 有 了 更 加 明 确 的 认
知。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中，将不断加强
专业学习，提高个人综合
素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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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运动 健康相约
汾阳市举办“上林舍杯”太极拳网络视频大赛展演活动

太极扇展演现场太极扇展演现场

本报讯 8 月 10 日，方山县麻地
会乡韩家沟村，62岁的收迁烈士遗骸
志愿者李来平在自家院子里举办“红
色文化收藏展”的消息不胫而走，吸
引了方圆几十里的数百名群众前来
参观。

李来平是方山县麻地会乡韩家
沟村的一位老民兵。2017 年，怀着对
革命烈士的崇敬之情，他以志愿者的
身份成为收迁烈士遗骸的普查员。几
年来，风餐露宿，日夜兼程，李来平跑
遍了方山县的每个村落，不放过任何
一条有用的线索，参与核实登记了
1400 余宗烈士散坟。截至目前，共收
迁到 26名烈士遗骸。在收迁烈士遗骸
的过程中，李来平感触颇深，决定收

藏红色物品作为纪念，从此走上了红
色收藏之路。

在不大的 100 余平方米的展厅
内，笔者看到陈列有红色图片、实物、
军章、手榴弹、钱币等 300 余件展品。
大小不一的毛主席纪念章、《大众日
报》《劳动日报》《文汇报》等发黄的老
报纸，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冲锋号、手
榴弹、《方山县军事志》，还有各类老照
片、期刊等藏品种类丰富，让人目不暇
接。李来平说，希望通过展览，让更多
的群众了解共和国的历史，引导人们
不忘历史，珍惜今天，坚定信心听党
话、跟党走，把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
把革命的故事传播起来。

（车骁 杨应平）

方山老民兵自办红色纪念馆育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