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6 日，汾阳市政法

系统召开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宣讲

会。该市政法系统党委所属党总

支、支部书记、政法委机关全体党员

参加会议。该市委党校副校长董彦

萍受邀作宣讲。该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王卫东主持宣讲会。

宣讲会上，董彦萍围绕为什么

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展开，重点讲

述了《学习纲要》的主线：即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重点阐释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大意义和历史贡献。宣讲既有理论

高度，又紧密联系实际。整场宣讲

全面系统、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具

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实践性，

对于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心入脑，引导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具有重要意义。

宣讲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要把

《纲要》同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深

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自觉

用这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

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真正做到融

会贯通，真学真用。 （郝健） 金秋时节，汾阳核桃喜获丰收。图为汾阳市栗家庄乡村民利用农闲时间“打核桃”。 翟相虹 摄

本报讯 近年来，汾阳市因地

制宜，依托优质核桃树产业，引进

林下养鹅项目，促进农民增收，走

出了一条“林牧结合、长短互补”

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在汾阳市养鹅产业良好发展

势头下，近日，新疆和田县领导干

部 一 行 来 汾 阳 考 察 林 下 养 鹅 产

业。汾阳市农业部门负责人及相

关养殖人员陪同和田县考察人员

在养殖户家中现场交流学习养殖

经验。

现场考察中，汾阳市养殖户介

绍说，鹅苗进入林地后，采食林地

内的杂草，粪便排泄到林地内充当

肥料，如此一来，每年可节省大量

除草费用和肥料费用。通过林下

养鹅，在节约种养成本之余，鹅的

粪便都排泄到林下，通过林地的自

然净化吸收，污染极大地减少。把

鹅放归自然，在林地自由散养的养

殖方式，增强了鹅的体质，体质的

增强也提高了鹅的品质，所产的鹅

蛋味道鲜美，鹅肉肉质紧凑，受到

了广大客户的欢迎。

在接下来的座谈会上，双方

领 导 及 养 殖 人 员 就 林 地 养 殖 技

术、先进饲养技术信息、产品销售

渠道等进行交流学习。

今后，汾阳市将继续加强对

林下养殖农民的产前、产中和产

后服务，使广大养殖户学会科学

经营、科学管理，掌握最新科技知

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实现林下

开发的最大价值，真正让群众发

林下财，走致富路。 （任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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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街关帝庙俗称铁马老爷庙，始建于唐

代，宋元明清多次修葺，现存建筑是由明皇室庆

成王府、永和王府于嘉靖至正德年间建造，属山

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悠久 构建精美

据史料记载，汾阳市关帝庙始建于唐代贞观

元年（公元 627 年）四月初八，古称武侯祠；宋代

改易武安王庙；明代谓之义勇武安王庙；清代顺

治九年（公元 1652 年）易名关圣帝君庙，现庙貌

总体呈明代建筑风格。

该庙位于今汾阳市区南门街中段的庙前街北

侧，由前、后院，东、西偏院四部分构成。南北入深

约 75米，原东西跨度约 70米，总占地面 6000平方

米，1996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庙正殿三楹，为单檐悬山的建筑模式，分

前、后殿，由空心卷棚勾连，搭合成为一体。殿顶

覆盖灰色筒瓦，四周用黄色琉璃兽头滴水镶边，彩

色琉璃做殿脊，琉璃脊正中为一座精致琉璃龛厦，

檐下横排斗拱 10朵，殿门为六开扇木隔扇门。

最引人注目的是檐下的拱眼、象眼琉璃饰

物，全部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等《三国演义》故事

的生动造型。

浮雕以浅黄、浑黄、绿色为主色，神态逼真而

明爽。省文物专家认为，这些琉璃铸件均为明代

精品，迄今为止全省独此一家。

正殿内供奉关圣帝君及王甫、赵累、周仓、关

平四员大将。东西偏殿与后正殿为一线。

西偏殿“忠候殿”，殿内供奉唐宸、葛雍、周武

三 位 灵 候 ；东 偏 殿

“三圣殿”，殿内供奉

王 灵 官 、金 龙 四 大

王 、仓 神 三 位 执 掌

火 、水 、粮 的 神 祗 。

前 院 的 正 殿 两 大 侧

建 有 东 西 厢 房 各 六

楹，全院廊檐合抱，

对 称 而 立 。 厢 房 南

北 两 隅 各 有 助 门 一

个，通东西偏院。西

偏 院 的 西 侧 原 有 围

廊十间，后墙临南门

街，现已改建为小型街心文化广场。

东偏院东侧原先也有十间围廊，但都均已毁

于战火，院子北侧耸立三楹阁楼，原先名为“春秋

楼”，后改名为“昭忠祠”。清代时供奉祭奠着二

十九位为国阵亡将士的英灵，其中三人为武官，

其余为有卓越战功的士兵，民国初楼体损坏，现

在已经修复，重新命名为“春秋楼”，并在二层阁

楼塑有一尊关羽夜读春秋彩像。东侧院也在

2010年重修关帝庙时改为小广场，并新建戏台。

正殿后面为一别院，东西长方形，建有北殿房

八间，殿顶铺灰筒瓦，正脊、斜脊装饰吻龙，殿脊正

中有座浮雕莲花环绕的脊厦，背后题“大明嘉靖二

十四年五月建”（大明嘉靖二十四年为公元 1545
年）。院子中间两间原为关帝寝宫，另外六间内分

别塑有十个美女，为关公身在曹营时由曹操所赠，

各个风姿绰约，楚楚动人，无奈关公独坐东偏院

“春秋楼”上彻夜苦读《春秋》史书，不为所动。

形制特殊 地位尊贵

汾阳市素有“秦晋旱码头”之称，自古便为历

代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军功显赫的“汾阳王”郭子

仪、明太祖朱元璋嫡孙“庆成”“永和”两位郡王及

其后代均被赐封于这块宝地之上，而由这些“封

王”所带来的宗教祭礼文化则是皇城文化当中重

要的一部分，这极大地促进了汾阳本土文化的发

展，更为本土文化增添了几分皇城文化的气息。

明代有位朱姓秀才做过统计，当时汾阳城内人口

总数不足3万，朱氏宗亲及其眷属便占去了三分之一，

而僧侣、祭司则占了近十分之一，王府、寺庙、宗亲宅

院占去了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汾阳关帝庙更以其独

特的代表性成为当时皇族子嗣、州府官员表忠义、表

官风的重要场所，并由此见证了汾阳的风风雨雨。

民国之前历朝历代每年都在关帝庙内设三次

祭祀，大祭为农历五月十三。相传此日为关帝诞辰，

民俗又称这天为“关老爷磨刀日”，这一天多为雨天，

若是“干磨”（即无雨），则年景堪忧。故也是民间俗

成的祈雨之日，官府与百姓都十分重视，庙中所得布

施，半数由此庙会征得。而每年的二、八月初三为小

祭日，清朝时以官祭为主，同时也是府县官员与里方

纠首们相聚议事，与百姓同台观戏体恤民情的日子。

相传，“三灵候”均为周厉王时谏官，为官刚

直不阿、清正廉明、至死谏言，终一生为国尽忠。

“庆成”“永和”二王府朱氏皇族后裔，为了体现自

己忠君爱国、心系家族江山的心理，在庙内西偏

殿竖起了唐宸、葛雍、周武“三灵候”像供奉。

除树像表志外，“庆成”、“永和”二王府朱氏

皇族后裔更是在关帝庙内纷纷捐以重资。庙内

原有一通高四尺，宽一尺七八寸的明代铁碑，碑

面上部刻有“庆成王宗川、永和王恒南”的凸字。

碑文记载：“是庙创自唐贞观元年四月八日，迄

今至大明万历十三年正月，庆成王府奉国将军捐一

岁所入布施，得金百十两，并捐己资，铸铁马二、铁人

四、波厮二、香炉三，列门阶以壮其观。并精装忠义

楼大银香炉、金字门对、门面一面。大明万历十三年

岁在乙酉孟夏日，鼓楼南一甲立”。民国之初，铁碑

记载的“忠义楼”已失所指。银香炉、金字门对也不

存，铁碑仍在。民国十余年间，铁碑与另外几块碑石

一并移存太和桥府文庙中，日寇入侵后失毁。

形制特殊 文物珍贵

南门关帝庙以其特殊形制存世，更以其珍贵

文物见长。除前文所列之外，庙内原先还有关圣

披甲乘马铜像一座，铜鼎一座，大铁狮一对，人拉

御马铁像六尊，共计十大件。

据《汾阳金石类编》载：“关圣身高六尺四寸

半，足长七寸，宽三寸半，身围三尺七寸，服甲胄

持鞭。所乘鞍马身长五尺一寸半，尾长二尺六寸

半，马腿长二尺四寸，耳高三寸，马口径三寸，长

四寸办，前后腿距三尺七寸，胸宽一尺九寸，口旁

锁环至鞍横长五尺二寸余。”

该铜像威猛凛凛，无标注铸造年代，据清代知

事王 昌先生考证，应当铸于明万历之前，而汾阳

关帝庙的别称“铁马老爷庙”，便由此而来。建国

后的 1956年秋，该铜像与汾阳市珍贵文物铁双雁

一起运至太原，现铁像存于太原纯阳宫内。

三足铜鼎总高 0.9米，口径 0.67米，壁厚 4厘

米，凸出部位铸狻（suan）猊造型，鼎口铸缠枝牡

丹，鼎口左耳铸“庆成王奉国将军□□施财”及纠

首名，右耳铸各位捐鼎者姓名。该鼎 1956 年曾

从庙里转移至县文化馆保存，1994年重回庙内，

是我市迄今为止保存完好最大的明代铜鼎。

铁狮子连底座高 1.84米，坐形，包球势，底座

正面铸“大明正德五年七月十六日造”及捐造人

姓名。此狮原置前院的卷棚两侧，民国初重修庙

院时才移置庙门外。该铁狮卷毛、巨眼，张目施

爪，形态威猛。1980 年汾阳县文化局将铁狮移

置于杏花村镇太符观正殿前。

铁马身长约 1.5米，高约 1.1米，两嘴角有环。

四铁人侍立两马左右，各高 1.6米，作拉马势。早

年，铁马昂首于庙前，犹似“赤兔再生”，仿佛正等候

关公出征，铁像均铸于明万历十三年（公元 1585
年）。1950年夏，南门完小时任负责人命人将铁人

拉马像这一珍贵的标志性文物砸碎卖与西山某县，

碎铁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骆驼驮走。2013年在多

方捐助下重铸铁人铁马并放置于关帝庙前。

忠义正气 历经劫难

关帝庙原过殿内曾有明代石刻风、雨竹碑，碑高

0.8米。石碑正面篆刻“关公竹说”四个字，下刻十二

行，共 156个字，并刻有关公竹说诗二句“不谢东君

意，丹心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背面篆

刻“关公辞曹”四个字。据载，“关圣风雨竹图”传为

关羽当年身陷许昌曹营时手绘，暗寄刘备，以表明心

迹之物。世间因此留下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典

故，历朝历代的忠义之士也纷纷以“关圣风雨竹图”

和关公竹说诗来表明自己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

侵华日军当年侵占汾阳城后四处寻找石碑下落，

终于在太和桥北府文庙碑廊内发现了石碑踪迹，便将

与石碑一同转存于文庙的关帝庙铁碑一同砸碎。

1938年，庙院沦为侵华日军的临时医院，期

间，庙内珍贵文物遭受了巨大的洗劫破坏，前院

的卷棚、钟鼓楼被拆毁。

抗战结束后，又一度沦为阎军二战区伤兵临时包

扎所。东偏院四十年代曾为猪、牛等牲畜屠宰场，古

汾州大地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佛、道教净地先后遭到了

血光之灾的野蛮玷污，庙内珍贵文物近乎荡然无存。

完小教师全力保护 山门重开再放光彩

1958年初秋，全民大炼钢铁时期的一天深夜，

时为万年青公社新建管理区的两伙人不约而同来到

庙前，为争抢砸碎铁狮炼钢的所有权时发生争吵，南

门完小住校人员惊醒后出来阻拦并报警，县公安局

值班干警及时赶到，铁狮才幸免于难保存下来，但铁

狮的一只耳朵已在此次争抢中被人用铁锤砸掉了。

六十年代，关帝庙正殿改为教室时，校内教职

工分别在檐下垒砌砖墙、抹麦秸泥保护层，使明柱、

斗拱、悬山檐下的珍贵琉璃浮雕得以保存下来。

1997年随着市博物馆的迁入。于1998年正式

向公众免费开放，随后推出了汾阳王郭子仪纪念堂陈

列、明代数学家王文素生平及学术成就展览、夏汾高

速公路出土文物展览、馆藏文物精品展览、馆藏书画

展览、周恩来生平展、香港历史展览、迎春灯谜会展。

2012年在汾阳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

人士的支助下，关帝庙这一古老建筑得到全面恢复。

从 2012年至今已在庙内连续举办了三届关

公文化节，开展了宣传关公文化，弘扬历史传统的

戏曲演出、曲艺表演、书画、剪纸作品展览等一系

列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社会影响较大。

自市博物馆迁入后，已收藏了 2000余件文物，

其中有包含 150余方唐代墓志的三百余方墓志石

刻，为历史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使墓志石刻成为

关帝庙继古瓷器之后又一旅游特色，向广大中国古

文化爱好者展现着独特而深厚的汾州文化。

（文中多有原文转载之处，其中计量单位 1
尺≈33.33厘米，1寸≈3.3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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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 为响应国家号召，推

动 农 村 全 面 进 步 、农 民 全 面 发

展。9月 7日上午，汾阳市农业农

村局与民盟汾阳总支联合开展乡

村振兴调研活动，汾阳市农业农

村局部分领导干部、民盟汾阳总

支部分盟员参加调研活动，汾阳

市政协农业专委会的部分委员一

同进行调研。

首先，调研组一行深入美丽

宜居示范村古浮图村进行实地考

察，调研活动受到古浮图村村委

干部的积极配合和热情接待，在

座谈会上，村委干部就近年来古

浮图村取得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遇

到的问题作了简要概述，并且讲

述了村里的趣闻趣事，在外大学

生放假回村发挥自身绘画优势帮

助建设美丽村落、村里妇女同志

自己编织手工花装扮村落、下雪

天村民自发组织扫雪等等，在座

调研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从内心

深处对古浮图村乡村建设所取得

的成绩由衷赞赏。

调研中，调研组一行参观了古

浮图村村委党建书屋、妇联中心、

铁佛文物保护室、农厕示范点，实

地感受到古浮图村进行美丽乡村

建设以来村容村貌以及群众的精

神文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紧接着，调研组一行来到贾家

庄特色产业基地，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经作所领导同事们热情接待了调

研组成员，并且带领调研组成员深

入新品种新技术集中示范基地详细

介绍示范推广品种。调研中，调研

组就此示范基地项目规模、示范推

广品种、集成配套技术进行了解。

下来，汾阳市将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各项部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总体要求，集中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建设，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生态条件，为农民脱贫奔康致富奠

定良好基础。 （任小雪）

本报讯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近日，

“中国厨师之乡·汾阳”十大名菜、十大名

吃暨汾阳市餐饮旅游饭店行业协会团体

标准发布会在山西省特色商业街汾阳市

贾家庄村贾街隆重召开。这是今年汾阳

市被授予“中国厨师之乡”并成功举办第

八届全国烹饪技能大赛之后，推动全市餐

饮业加快发展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汾阳市商务局委托市餐饮旅游饭店

行业协会组织名厨专业委员，经考察、论

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结合全市地

域传统饮食文化特色、风味民俗，推选出

汾阳十大名菜——汾州酱梅肉、虾酱豆

腐、汾阳炉 肉、砂锅羊肉、一品汾州核桃

肉、奶汤炖神泉虹鳟鱼、汾阳烧汁山药、焦

熘丸子、羊糊腊、汾阳焖子，汾阳十大名吃

——汾州绿豆糕、汾阳绿豆旋粉、汾阳烤

肉饼子、葱花小烙饼、红面搐疙瘩、汾州茄

团、汾阳月饼、汾州贾街黄金窝头、汾阳石

头饼、泡泡油糕。

近年来，汾阳市始终以党的十九大

精 神 和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山西省餐

饮产业“五名战略”，即“发展名店、培育

名厨、推出名品、打造名节、创建名街”，

不断强化餐饮产业扶持力度，全力打造

“ 汾 阳 厨 师 品 牌 ”，成 功 举 办 了“ 全 国 第

八 届 烹 饪 技 能 大 赛 ”等 餐 饮 烹 饪 活 动 。

下一步，汾阳市将继续以汾阳餐饮历史

积淀和餐饮产业创新为基础，加快制定

出 台《支 持 餐 饮 产 业 发 展 实 施 意 见》强

化 政 策 支 撑 ，积 极 打 造“ 杏 花 村 酒 家 ”

“汾州食府”品牌连锁餐饮店，在餐饮产

业安全、人才队伍建设、产业链条延伸、

文化传承推广、餐饮品牌打造等方面持

续 发 力 ，全 面 提 升 餐 饮 业 的 档 次 和 水

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餐饮

消费需求。

此次汾阳市十大名菜、十大名吃的发

布，是汾阳市餐饮业注重研发创新的具体

体现，为全省餐饮行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汾阳市餐饮行

业协会团体标准的发布，为推动全市餐饮

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奠定了基础，为引导全市餐饮业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满足消费者更高需求提供

了保障。

（文/武 图/郝健）

中国厨师之乡·汾阳十大名菜、十大名吃暨汾阳市
餐饮旅游饭店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发布会隆重召开

助力乡村振兴 确保农民受益

汾阳市开展乡村振兴调研活动

历经磨难 传承忠义——南门街关帝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