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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交城县玄中寺

和卦山风景区凭借独特的自

然与人文景观，吸引了众多游

客慕名而来，大家穿梭于古刹

遗韵与山林秀色间，沉浸式感

受交城人文的深厚魅力。

夏日的玄中寺，绿树成荫，

花香四溢。步入寺内，座座殿

宇分布错落有致，风格古朴；斗

拱飞檐间，雕梁画栋，精美的图

案栩栩如生。一块块古老的碑

刻，记载着玄中寺悠久的历史

与文化。阳光下，整座寺院红

墙灰瓦，静谧地坐落于青山绿

树间，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人们在这里既能领略到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又能享受到大

自然赋予的清凉与宁静。

而位于县城北部不远的

卦山天宁寺，更是一处消夏纳

凉、感受清幽的胜地。漫山遍

野的古柏如绿色波浪，层层叠

叠，庭院内，一座座巍峨的佛

堂庄严肃穆，画栋飞檐在绿树

的掩映下若隐若现，仿佛诉说

着往昔的沧桑与传奇。游客

们或漫步其中，或驻足瞻仰，

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心灵的

宁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平和与满足。

“一来到卦山，就被漫山

的古柏震撼到了，各种寓意的

柏树很有意思，山风一吹特别

凉快。尤其是爬到高处看卦

山全景，整个天宁寺红墙灰瓦

在绿树间非常壮观，走走停停

拍了好多照片，也感受到了交

城的历史文化底蕴真的很深

厚。”来自文水县的游客孟素

梅对卦山的风景很是赞赏，并

表示下次一定带朋友再来。

天宁寺与玄中寺以千年

古刹的清凉意境与深厚古韵，

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处绝佳的

文化体验胜地。在这里，绿荫

与古建相映成趣，清风携雅韵

萦绕心间，一场融汇自然之美

与人文精髓的夏日之旅，正静

候八方来客书写属于自己的

难忘篇章。

本报讯 5月 8日，交城县委书记刘旋深入磁窑村、

田家山村、卦山风景区调研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旅游

景区安全生产工作。

刘旋先后来到磁窑村、田家山村，实地查看乡村

旅游重点村建设情况并提出指导意见。他指出，要

做好保护修缮、活化利用工作，在不破坏原有风貌前

提下，持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

升，盘活用好乡村特色资源。要突出抓好环境卫生，

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健全垃圾收运、绿环管护等长效

机制，加强乡村景观维护管理，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和

美乡村。要着力提升知名度，深入挖掘传统乡土文

化，策划精品旅游路线，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加强与

周边景区互通联动，持续做好宣传推广，让乡村旅游

重点村“火”起来。

在卦山风景区，刘旋实地查看了景区入口、游客

服务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游客接待、设施运行、服

务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树牢服务意识，不断提升

景区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旅游服务质量，严厉打击扰

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努力为游客提供良好

旅游体验。要充分挖掘利用旅游资源优势，支持文

创产业发展，开发和引进更多具有文化内涵和体验

感的旅游产品，充分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做好卦

山风景区等旅游场所安全保障工作，强化隐患排查

整治和事故风险管控，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加强极

端天气防范应对，严格落实高峰期游客疏导分流措

施，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文/李俊杰）

5 月 10 日—11 日，中国教育电视台《诗意中

国·读懂吕梁》栏目组走进交城卦山风景区进行取

景拍摄，通过镜头全方位展示卦山文化魅力和历

史文化底蕴。

栏目组聚焦卦山风景区的特有自然风光和建

筑文化，通过著名朗诵艺术家张宏与卦山风景区

相关负责人、文史专家互动交流的形式，向广大观

众讲述卦山天宁寺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

步入古刹，殿宇巍峨，天宁寺、石佛堂、文昌宫

等建筑各具特色，雕梁画栋，精美绝伦；环翠亭、戏

台、墓塔林等附属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与周

边自然景观相得益彰；山形卦象、卦山之柏、千年

古刹构成了“卦山三绝”。卦山之柏更是与黄山之

松、云栖之竹并称为华夏树木的三大奇观。正是

这些特有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着栏目组。来到卦

山，去读什么？去讲什么？作为栏目总导演，张宏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卦山，因山形卦象而得名，距今已有 1400多

年的历史了。来到这里，我们推开米芾题写的‘第

一山’，入院落之后，满目都是葱茏的苍柏，这里给

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柏树，而

且很多都是一千多年甚至两千年的苍柏，在我眼

里它们都是神树，而且我看到很多柏树当中，还有

人抚摸过的痕迹。”张宏认为，这里面一定流露着

当地人民对卦山的依赖，流露着人们在这里踏青

的美好和幸福。

登上卦山之巅，伴着可以洗涤心灵的风铃声，

栏目组走进石佛堂，院中有一棵千年古柏，树上建

有倒座观音龛一座，制作精巧，可谓“庙中有树，树

上有庙”。身临其境，倚栏而立，轻风习习，凭栏极

目，卦山风光尽收眼底，顿生超然物外之美感。感

慨之余，张宏导演对记者说道：“著名诗人海德格

尔说过一句话，‘人类要诗意地栖居’，我觉得这句

话放到交城是对号入座了，交城人民真的是做到

了诗意地栖居。”

的确，从晨光熹微中的登山锻炼，到灯火璀璨

中的消暑纳凉，交城人将许许多多的人生美好都

释放在了卦山，都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后花园，作

为自己的栖息地。那么，诗意中国的任务是什

么？就是要来这儿挖掘生活的美好和诗意的美

好。至此，张宏导演道出了此次拍摄的初衷：让卦

山所承载的生活之美与诗意之美，在镜头中得以

真切呈现。

雅景交融共客心，文旅相映自天成。独具特

色的卦山是交城人民的后花园，是一种心理慰

藉，更是他们挖掘诗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精神寄

托。对此，《诗意中国·读懂吕梁》栏目组导演张

宏 感 叹 ，这 是 一 座 挂（卦）在 交 城 人 民 心 里 的

山。看着山间游客往来如织，却与这浑然天成的

景致和谐相融，漫步于此，宁静与诗意在心头缓

缓流淌。张宏导演情至深处，即兴吟诵卞之琳的

《断章》，以诗解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此次拍摄涵盖了卦山风景区多个特色景点，

从古老的天宁寺到形态各异的古柏，从充满历史

韵味的建筑到自然风光，全方位展示了卦山的独

特魅力。拍摄过程中，栏目组还运用多种拍摄手

法，以展现卦山的壮美与灵动。

据了解，《诗意中国·读懂吕梁》由中国教育电

视台和吕梁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并在该台黄金

时间段播出。该节目从游吕梁、读历史、品文化三

大模块入手，全方位展示巍巍吕梁、雄风浩荡、生

生不息的独特吕梁文化血脉，进一步推动吕梁文

旅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观众从读懂吕梁开始读

懂中国。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宣传，能够让卦山走出交

城、走出吕梁、走出山西，让更多的游客能够看到

交城，看到卦山，了解卦山。”交城县卦山风景区管

理中心副主任高梓瑜表示。

本报讯 5月 13日，交城县中医医院联合

太原市太航医院的医疗专家团队，在“家门

口”开展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孕产、妇科公益健

康宣教及看诊活动，让优质医疗资源“走出”

城市医院围墙，“走入”县域百姓家门，为广大

女性朋友送上“家门口”的健康大礼。

活动吸引了百余名孕、产妇参与。太原

市太航医院的专家以“沉浸式”科普开启了健

康守护第一站——孕产、妇科健康知识讲

座。专家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孕期保健、产后饮食、常见妇科疾病的

预防与治疗等内容。一位前来参加活动的准

妈妈王菲表示：“这些知识对我来说太有用

了，以前很多不懂的地方，现在都清楚了，我

正发愁孕期该怎么吃、怎么运动呢，这场活动

来得太及时了，专家讲得特别详细，还能现场

咨询，解决了我好多疑惑。”

宣教结束后，义诊台前迅速排起长队，太

航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们化身“健康守门人”，

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和就诊的市民进行

检查和诊断，仔细解答她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并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治疗

建议和健康指导。现场秩序有条不紊，市民

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太原

市太航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黄军丽介绍：“女性

健康关系着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此次在中

医医院举办这次公益活动，目的是让大家提

高健康意识，让更多的女性了解如何科学有

效保护自己、关爱自己、关注健康。”

此次公益健康宣教及看诊活动的成功举

办，不仅为交城县的女性居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健康福利，也进一步加强了两家医院在

妇孕产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提升交城县妇

孕产医疗服务水平注入了专业势能。“这次活

动是我们中医医院为提升居民健康水平所做

的一次积极尝试，太航医院的专家团队带来了专业的知识和技

术，让我们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对我

们中医院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交城县中

医医院妇科主任张改莲说道。

（文/李珍 范英哲 图/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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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访交城古刹 静享夏日清凉时光
□ 文/范英哲

当《诗意中国》遇见千年卦山
——中国教育电视台《诗意中国·读懂吕梁》栏目组在交城卦山风景区取景拍摄侧记

□ 文/范英哲 张佩琴

卦山天宁寺俯瞰

《诗意中国•读懂吕梁》栏目组在卦山天宁寺取景拍摄 卦山天宁寺一角

卦山书院全景

刘旋调研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和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工作

太航医院妇产科专家在交城县中医医院为孕产妇进行义诊太航医院妇产科专家在交城县中医医院为孕产妇进行义诊

交城县孕产交城县孕产、、妇科公益健康宣教活动现场妇科公益健康宣教活动现场

玄中寺一角玄中寺一角

交城县委书记刘旋（左二）在磁窑村调研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