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摆脱屏幕依赖
□ 雷国裕

手机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快捷，打开了了解世界的又一扇

窗户，好处自不待言。但过度依赖手机，变成“手机控”“低头

族”，天天机不离手，形影不离，搞得身心疲惫，隐患重重，甚至

有点得不偿失舍本逐末的意味。手机充其量就是一部通讯联

络的电子产品，放下手机，你会重拾生活的诸多乐趣。

放下手机去读书。生话中有一类人，从抖音、自媒体上

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然后添油加醋四处卖弄。别人以为见

多识广，其实大多不足信也。张元济先生说：“天下第一好

事，还是读书。”读书可以开眼界、长才干，可以去浮气、养静

气，可以蓄能量、促专注，更不用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了。

放下手机去交流。有的人近在咫尺，也要“煲话粥”；有

的朋友难得一聚，也是各玩各的手机；有的长辈问话，也是

眼盯荧屏心不在焉……“以心相交者,成其久远。”只有面对

面的交流，心与心的沟通，才能引发情感共鸣、思想碰撞，进

而得真心、深交处。

放下手机去奔赴。“两情相悦，便会擦出爱的火花，进而

燃烧生命，照亮人生的旅程。”和人相处，处的是真情实意。

若想两情长久，久处不厌，靠的是志趣相投、双向奔赴，靠的

是同舟共济、相扶相携。而有的年轻人，靠“网恋”维系感

情，你在手机头，我在手机尾，躲在“象牙塔”，甘当“玻璃

人”，最终只是浪费彼此的时间。

放下手机，看看周围的风景，多和伙伴交流，别让手机

成为你我与美好之间的屏障，白白浪费了大好时光。多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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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40年，人到耳顺。往事如烟，回首已

成过往。梦回 1985，未来已来，总感过去未去。

山那边：解家坪村走出的两代追梦人

我出生于交口县川口公社穆家渠村，祖籍

却在 20里外的康城镇解家坪村。这两个隔山

相望的村落，就像两枚书签夹在我人生的扉

页。1962年至 1982年的 20载春秋，我在穆家

渠的黄土窑洞里数着山月，直到吕梁师专的录

取通知书为我推开山外的门。

父亲解玉民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乡土史

诗。经历了新旧社会交替的动荡年代，吃过社

会主义的“大锅饭”，目睹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淫

威，亲历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巨变，感受了

新时代带来的新生活。1937年秋，解家坪村的

老槐树刚挂满槐米，伴着抗日烽火降生的他，7
岁便被过继到穆家渠王氏门下，从此更名王治

良。在养父母的苛责中，他像崖畔的酸枣树般

倔强生长，44载寄人篱下的光阴，直到 1988年

才携全家重返故土。

穆家渠四面黄土山，村民背山面河居，旱

塬薄田上流传着“没加就去”的谶语。小时候，

我常坐在家门口看山，山山相连，连绵不绝。

山那边有什么？成了一个谜。母亲说：“山那

边住着神仙，穿五彩绸缎，吃雪白糖糕。”父亲

说：“要想走出大山，你就给咱好好念书，将来

成了公家人，就能走出山外看世界了。”母亲的

童话与父亲的箴言在山谷间回响。我曾坐上

老牛车，颠过十八道弯。结果是山外有山山连

山，村外有村无尽头。听着父母的唠叨，懵懂

的我在心里埋下读书的执念。

作为农民的父亲，在贫瘠土地上创造着奇

迹。他一年耕种 30亩薄田，却以超人的毅力，

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十年九旱的年景里让粮仓

常满。1983年秋，他上交近万斤公粮时的大红

奖状，至今仍在记忆里猎猎作响。这个识字不

多的庄稼汉，当过会计、保管员。不仅会做豆

腐、做醋手艺，还擅长吊挂面。他用吊挂面的

绝技写下生存智慧。深夜三点，面窖里游动的

烛光是他独舞的舞台：揉面如抚琴，拉丝若抽

茧，五更时分，千缕银丝便在山墙上织出晨光

的经纬，也织就生存智慧。正是这双布满老茧

的手，让全家在 1976年就拥有了“四大件”：飞

鸽自行车、上海手表、红旗缝纫机和牡丹收音

机。他教会我“手艺就是活路”，上海表滴嗒滴

嗒声不断丈量着走出大山的距离。

母亲在生育我们兄妹后成为计生模范。

在我和妹妹同班读书的岁月里，父母的辛劳化

作刻骨铭心的教材。1981年秋，妹妹率先考入

吕梁卫校；次年我攥着师专通知书站在吕梁山

巅。也许，在现在人看来这根本就算不上啥，

小小的“吕梁师专”也不是啥出名高校。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吕梁师专”在吕梁山上可谓

响当当的名字。它不仅是吕梁第一所大学，也

是吕梁山唯一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我一

个黄毛小子能从交口偏远山沟里走出来，一夜

之间由农民变为市民，由丑小鸭变为金凤凰，

当上了一名堂堂的大学生，实属我人生命运的

大转折，这也成就了父母最好最美的心愿。

2005年父亲临终时，颤抖的手摩挲着我们

的毕业证书，浑浊眼眸倒映着山外的星空。如

今 86 岁的母亲守着老宅，山风掠过空荡的挂

面架，依然回荡着父亲拉面的节奏。当年翻越

十八道山梁的艰辛，在高速时代已缩成转瞬，

但父亲额角滚落的汗珠，永远在记忆里闪着盐

晶的光。这光芒曾照亮穆家渠的寒夜，最终指

引我踏上了永不停歇的追梦路。

师专三载：被文学烙刻的生命年轮

1985年的吕梁师专三年，犹如黄土高原上

深刻的沟壑，永远镌刻在我的生命岩层。48个

文学青年在理想主义底色中开启的精神远征，

当“圆梦文学奖”书页泛黄、“圆梦讲堂”余音回

荡时，才惊觉这段清贫而丰盈的岁月，早已成

为吕梁学院最鲜活的文脉图腾。

那座未完工的诺亚方舟里，三层教学楼吞

吐着知识的晨昏。底层实验室的试管与顶层

阅览室的典籍在楼梯转角对话，未封顶的宿舍

楼裸露着钢筋骨架，二楼晾衣绳上的蓝布衫在

月光下洇成水墨瀑布。17.5 元饭票构成的生

存方程式中，每个窝头需佐以半章《离骚》，每

匙土豆烩菜要拌进三页《文心雕龙》。男生们

蹲成哲学圆圈论道时，女生的搪瓷碗正将《诗

经》的温度带回潮湿床帷。

康序老师踏着霜色而来，将泰戈尔的诗笺

裁作御寒的裘。青年教师们围坐的水泥台阶

在冬夜渐次开花——景国劲用魏晋风骨熬制

精神姜汤，李大伟以盛唐气象煨热迷茫眼眸。

当王谦泰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第一条文

学纪年线，我们便踏上了穿越三千年的时光甬

道。先秦的《关雎》在青铜纹样里振翅，盛唐月

光从李白酒盏溢出，鲁迅的烟斗灼穿旧中国夜

幕。这艘停泊山坳的文学方舟，以课程表为罗

盘载我们摆渡文明长河。

在语言课堂的双重解码中，我们既在青铜

器上破解甲骨密码，又用显微镜剖析白话文基

因链。发现“关关”不仅是雎鸠和鸣更是汉语

音韵的原始图腾时，方知仓颉造字的粟粒仍在

唇齿生长。那个捧着饭碗在阅览室流连的眼

镜少年不会想到，窝头碎屑正与《追忆似水年

华》的马德莱娜蛋糕发生质能转换。80年代特

殊重力场里，托尔斯泰的农庄与吕梁梯田互

文，海明威的冰山漂浮在东川河薄雾中，笔记

本记录着千年文学核聚变。

当《高山下的花环》带着猫耳洞硝烟席卷

校园，传阅的《十月》杂志总缺页，梁三喜的欠

账单凝结着全班男生的泪渍。靳开来抚恤金

激辩中，景国劲老师写下“崇高始于卑微”的粉

笔断痕，让我们触摸到英雄主义的体温。张海

迪轮椅碾过良知的那个春天，躲在角落的姑娘

颤抖着读“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镜片

后的泪光照亮我们捧着教科书的手何其富

有。从此，《战争与和平》扉页间开始夹着山区

代课老师的来信，托尔斯泰的长句与黄土方言

在批注里和解。

军分区电影院的铁门吱呀开启时，第二课

堂便拉开帷幕。哈代的威塞克斯草原投射在

斑驳幕布上，娜塔莎·金斯基饰演的苔丝在麦

垛间奔跑，惊觉文学课的宿命论竟在光影中显

形。纸页比粮票金贵的年月，我们发明阅读经

济学：半本《战争与和平》换两节书法课，《红与

黑》残卷抵一次演讲听众席。当粉笔在水泥地

摹写《兰亭集序》，钢笔水正渗过作业本临摹

《神曲》韵脚。这种置换术让每本笔记都成为

微型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1983年春风掠过蜡纸钢板时，《探索》创刊

号正在油印机上分娩。凤山的《麦收之后》、晋

明的《秋叶》、保平的杏花小说，在油墨清香中

构筑文学乌托邦。《吕梁文艺》刊登《杏花姐》那

日，欢呼声惊飞东川河白鹭——稿纸格线间的

跋涉终获史诗注脚。这座乱石滩上的校园，实

为连接农耕文明与现代性的摆渡船。李旦初

老师推开教室木窗，让沅湘之风吹散我们身上

的土豆味。当结构主义理论撞击吕梁民谣韵

脚，突然读懂这座校园的精神密码。

四十年后回望，“吕梁师专现象”实为特殊

时空的化学反应：军大衣与雪莱诗集共振，窝

头碎屑与《罪与罚》铅字发酵，露天电影院的泪

水与书法墨香浇筑出兼具士人风骨与先锋意

识的群体肖像。那些幕布明灭间的审美启蒙，

半支蜡烛完成的灵魂摆渡，终将证明文化生命

力恰在贫瘠土壤里长成深邃根系。

当年在窑洞读《百年孤独》的姑娘说：“当

六书原则与魔幻语法碰撞，我看见了比马孔多

更辽阔的雨季。”这或许正是师专三年最珍贵

的馈赠——在历史裂变的断层带上，左手承接

《班主任》的伤痕，右手已触到《乔厂长上任记》

的春风。食堂讨论存在主义的清晨，裹被背诵

楚辞的寒夜，实为青铜时代最后的火种，在现

代化巨轮启航前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胎记。

师道长河：三尺讲台外的星辰大海

1985年秋，贺昌中学的梧桐叶簌簌落在教

案本上，我以教师身份迎来首个教师节。青砖

教室的斑驳光影里，总浮现着岳父费书林伏案

批卷的身影——这位吉大历史系高材生，1961
年背着行囊扎根吕梁，用 56 载光阴铸就师魂

丰碑。他是吕梁首位特级教师、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却将副县长提名视为樊笼。

1984年面对组织任命，他自费拍电报坚辞：“损

公利己我于心不安。”2017年临终时仍攥着泛

黄的备课本，褶皱里浸透半个世纪的粉笔霜。

从三尺讲台出发，我的人生轨迹蜿蜒于司

法、城建、政研的经纬线上。办公台历翻过 40
载春秋，50余枚奖章静默成岁月的结绳：由我主

编的《吕梁建设法律法规汇编》成为全省建设行

业圭臬，五年改革调研编撰了 400篇成果文章，

助力吕梁深改跻身全省前列。每当子夜伏案，

总能听见岳父批改作业的沙沙声——那支拒绝

权柄的钢笔，始终在纸上书写着精神坐标。

1986 年冬与妻相恋，从此与岳父结下 31
载情缘。他自编的历史教材里藏着黄土的密

码，1982 年高考历史成绩超越省及格率 174%
的奇迹，实为三千桃李对师道的回响。2017年

惊蛰，我背起行囊重走岳父的“吕梁教案”之

路，在碛口古镇第 3650 碗刀削面升腾的热气

里，突然读懂文明传承的真谛：将土地的温度

揉进时光的酵母。

行走吕梁既是地理丈量，更是精神拓荒。

安国寺唐柏与晋绥军号形成时空对仗，玄中寺

银杏下百万点击量的“吕梁发布”，让沉睡的史

诗在现代血管奔涌。300 余篇游记、19 篇《云

梦风雅》文章、2部专著，这些行走的注脚与岳

父 1961年行囊里的枫叶书签遥相呼应——背

面“此心安处”的墨迹，正与三维地图上的吕梁

山脉共振。

四十年同窗重聚，“瓦大”学子鬓角染霜仍

煨着文学火种。我们把十年一聚谱成四部曲：

青春奏鸣、反哺叙事、薪火赋格、岁月交响。当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旋律再起，皱纹里的泪光

折射出整个时代的星河。

整理岳父遗物时，那张褪色车票夹着的不

仅是枫叶，更是穿越甲子的精神琥珀。高速列

车呼啸穿过十八道弯隧道，我看见两个自己隔

窗相视——抱着教案疾行的 1985 年青年教

师，与标注 2025年数字地图的行走者，在量子

比特震颤的元宇宙里完成传承交接。

站在时空褶皱处回望，吕梁师专的讲台依

然泛着 1985 年的木漆光泽，“圆梦文学”铅字

在数据库深处散发墨香。当岳父的电报墨渍

与 AI算法共舞，我们终将领悟：未来从来不是

降临的时刻，而是认知边疆永不停息的拓殖。

正如那辆穿越时空的列车提醒我们：人既是时

间的囚徒，亦是它的诗人。

未来已来 过去未去
□ 解德辉

本报讯 （记者 刘少
伟） 近日，一场罕见的大

风极端天气席卷而来，防

风减灾形势严峻。交城县

西营镇党员干部们闻“风”

而动，逆“风”前行，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

力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秩序稳定。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失防万一！”气象预警发布

后，西营镇党委迅速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召开

专题会议，成立防风减灾临

时指挥部，严密部署隐患排

查、应急保障、宣传动员等

工作，建立“镇村户”三级联

防机制，干群一心共同应对

极端大风天气。

该镇党政领导班子、

党员干部深入包联片区，

协同村“两委”干部、消防、

网格等多方力量，对片区

内建筑工地、危旧房屋、农

业大棚、河道等重点区域

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清

理隐患垃圾杂物，发现并

处理危房破损、线路老化、

广告牌脱落等隐患点 26
处，坚决做到“防患于未然”。

针对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村民等重点人群，该

镇组织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检查房屋墙体、

屋顶、门窗等关键部位，对存在安全隐患的门窗进

行加固。通过“大喇叭”广播、网格微信群等平台滚

动发布预警信息，广泛宣传防风知识及应急避险要

点，发放防风减灾宣传页1000余份，确保预警信息

“吹”进每家每户。同时，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有力地守护了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交
城
县
西
营
镇

逆
﹃
风
﹄
前
行

守
护
群
众
安
宁

本报讯 （记者 张娟娟） 在岚县普明镇普明村，一

场以组织振兴引领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正悄然展开。

村党支部创新构建“支部领航、三产联动”发展模式，通

过肉鸡养殖、大棚种植、农贸服务三大引擎协同发力，实

现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双丰收”，将党的组织优势转

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肉鸡养殖拓宽产业振兴路。该村党支部采取“党支

部+企业+脱贫户”的形式牵头成立养殖公司，争取衔接

资金以及其他资金，利用村集体土地新建鸡棚 7座，每棚

建筑面积 1729平方米，一批出栏 8万只，年总出栏 168万

只白羽肉鸡。公司成立以来，为全镇脱贫户、监测户、其

他农户提供岗位 60余个，人均增收 1.6万元左右。同时，

每年为村集体固定增收 12.87万元。

大棚种植铺就致富好前景。该村党支部与村民、上

级部门积极联系沟通，利用衔接资金，新建大棚 100座，

引进种植黄皮羊角尖辣椒，大力发展蔬菜大棚产业，年

产值达 125 万斤，年收益达 375 万元。该村由传统粗放

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节约高效的农业产业化方式转

变，间接带动运输业、养殖业、有机肥加工和脱水蔬菜加

工等产业发展，已逐步建成一个生产规模化、管理标准

化、销售订单化的现代化蔬菜基地。此项目共占用土地

345 亩（其中村集体土地 205 亩），并以每亩 1000 元进行

租赁，为村集体增收 20.5万元。

农贸市场引领发展新引擎。该村党支部盘活利用

村级老旧资产，挖掘紧邻 209国道，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利的区位优势，对村内老旧垃圾场进行了改造整治，

投资 40余万元，打造出集籽种、化肥、农机具、农货销售

为一体的农贸市场，占地面积 10000㎡，可容纳 10个收粮

摊位。在变废为宝，保证营商环境和环境卫生的同时，

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9.25万元，为村集体增收探索出新路

径。如今的普明村，一幅组织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

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岚县普明村

三大引擎拓宽产业振兴路

“各位请看，这份政策解读

材料的模板是 DeepSeek用时 3
秒自动生成的。”随着讲师的实

时 演 示 ，会 场 响 起 一 片 惊 叹

声。4 月 18 日，市数据局与市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联合举办

“DeepSeek 政 务 赋 能 ”专 题 培

训，多名政务工作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务

服务中的创新应用。

培训内容丰富多彩，涵盖

“DeepSeek+个人”提升、“Deep⁃
Seek+政务”赋能等多个方面。

培训现场，特邀讲师浙大网新

软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工智

能咨询总监、首席架构师吴利

磊手持激光笔，正对着大屏讲

解：“以某地市‘智能秒批’系统

为例，通过 DeepSeek 的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原本需要 3个工作

日的审批事项，现在群众在手

机端输入需求，系统就能自动

比对数据库，真正实现‘数据跑

腿代替群众跑路’。”配合着实

时跳动的数据流示意图，与会

人员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课件。

“政务数字化转型不是选

择题，而是必答题。”有着 15年

政务数字化经验的吴利磊曾参

与多个部省级标杆项目，擅长

大型系统业务架构设计、大数

据场景应用以及大模型与政务

场景融合创新，他意味深长地

说出这句话。

毕业于美国东北大学，拥有

多年企业数字化实施经验，同样

参与过多个省级数字化转型标

杆项目的技术专家张谦则通过

图文并茂的方式，为大家带来了

更具体的操作演示。当他在对话

框中输入“以AI驱动工作变革为

题生成一个 PPT大纲，以 mark⁃
down的方式输出”时，DeepSeek在 40秒内就生成了包含引

言、简介、技术概述等完整的PPT。“通过这样的方式，需要快

速制作演示文稿的用户就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取内容。”张

谦边说边切换界面，展示着系统后台不断更新的知识图谱。

现场互动环节掀起高潮。“系统如何保证涉密数据

安全？”“DeepSeek 本地化的部署有哪些？”“可以演示更

多的政务应用场景吗？”面对接连抛来的问题，张谦拿起

话筒走到台前：“智能起草、信息提取与摘要、核验与纠

错、政策问题、智能化政务大厅……”一系列培训讲解内

容让大家频频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

市数据局工作人员在交流环节感慨道：“原来大模

型能自动生成会议纪要、分析政策文件差异，这对提升

公文处理效率太有帮助了。”大家都纷纷表示，培训内容

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通过培训，他们对 Deep⁃
Seek技术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对如何将其应用于政务

工作中也有了更多的思路和想法。

“此次培训不仅为政务工作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

习机会，也为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高效化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数字化变革的种子正在吕梁政务领域生根

发芽，未来我局将继续努力，积极探索 DeepSeek等 AI技
术在政务服务中的创新应用，助力吕梁数字化治理水平

再上新台阶。”市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恩泽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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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4月 25日，由山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西省书画院、吕梁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临县县委宣传部联合

主办的“春韶墨澜”山西省书画院优秀美术书

法作品展在临县三交镇孙家沟谢永增孙家沟

艺术馆开展，为市民呈现一场融合传统与创

新的视觉盛宴。展览将持续至 5月 8日。

本次展览汇聚山西省书画院及省内知名

艺术家的精品力作，涵盖美术、书法等多种艺

术形式。展览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区域文化交流，助力乡村振兴。参展作

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亦不乏反映新时代山

西发展成就的创新之作。参展作品既传承山

西地域文化特色，又融入时代精神，通过笔墨

丹青展现三晋大地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与

艺术创新。在这里，画家们用厚重的笔墨讲

述着锦绣山河与烟火人间，书法家们以灵动

的笔线诉说着千年的传承，每一处的落笔，都

承载着作者的情感与思考，都凝聚着艺术家

们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艺术的执着。依托临县

三交镇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这一平台，展览

将艺术资源引入乡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

动文旅融合，为吕梁乡村振兴注入艺术活力。

本次展览既是山西书画艺术成果的集中

展示，也是艺术服务基层、助力乡村振兴的生

动实践。诚邀社会各界人士共赏艺术之美，

感受文化力量。

山西省书画院优秀美术书法作品展在临县孙家沟开展山西省书画院优秀美术书法作品展在临县孙家沟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