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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同志，你先听我讲故事，再访老

宅。”75岁的卫保全站在古槐下招手，他眼角

的皱纹如树皮纹路般刻满岁月的痕迹。

仲夏时节，驱车驶入中阳县武家庄镇，沟

壑纵横的黄土丘陵间，一条青石板溪流蜿蜒

引路，将我们带入隐匿千年的传统村落——

中阳县武家庄镇张家庄村。村口古槐枝叶婆

娑，“中国传统村落”的牌匾高高矗立，格外醒

目。这座始建于唐代、兴盛于明清的古村，被

列为全市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后，正以深

厚的历史积淀与鲜活的文化生命力，逐渐走

进人们的视野。

“如果用一句话介绍我们村，那就是历史

悠久、文物颇多、环境奇特、文化厚重、故事精

彩。”作为土生土长的张家庄人，卫保全的童

年记忆浸润在古村的历史故事中。他从小听

老人们讲旗杆院的砖雕故事、排水洞的风水

玄机，把“村史”当童谣般记了一肚子。2019
年镇里启动传统村落普查时，他从老辈人嘴

里“抠”来的传奇故事派上了用场。

五年半时间，他踏遍 27 户老宅、6 处遗

址，用 12万字的《中阳名村张家庄》为古村立

传。如今，他已是村里的“义务导游”，但凡有

访客到来，他总会带着对方穿行街巷，诉说卫

氏家族“一门三贡生”的荣耀。

据史书记载，张家庄村始建于唐朝，明朝已

形成规模，客店、油坊、印染坊、杂物店等一应俱

全。明末清初，卫氏家族来此置房买地、扎根传

家。卫明英出身书香门第，虽迁居山村，却秉持

耕读传家的理念，勤于耕种，更重视子孙读书求

进。经过几十年发展，卫氏家族一跃成为张家

庄第一大户，其曾孙辈中，一门两辈十三人皆考

取功名，家族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张家庄的每一块砖石都是一部史书，留

存的数百件文物与自然景观相互映衬，诉说

着曾经的辉煌：仅明清窑洞就有 6 座豪华民

居，练武用过的 石现存三块（庙院改建时埋

入数块）；明清古碑数十块，节孝牌楼石匾一

块，老物件不计其数。

跟着卫老的指引，我们来到村里的县级

保护民居“一号民居”，一排五孔窑洞映入眼

帘。“这是卫明英入住张家庄后购置的明朝石

接口土窑，经数代改造成砖接口土窑六孔，东

西砖侧窑各三孔，南面厅房两大间，中筑拖尾

大门一个，门外竖旗杆一对。这里曾发生过

卫长勋在国子监任职时不畏皇权抗旨、山东

办案的故事，也流传着晚清秀才卫监成精通

易术、屡测屡验的传奇。”老卫绘声绘色地讲

述着这座清代建筑的往事。

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铺洒在青石板路上，

从“一号民居”出来，沿小路前行，不多时便走

到一堵斑驳的高墙下——这便是“五号民居”，

一幢历经沧桑的二层古建筑。五孔窑洞静默

伫立，土墙上的裂痕似是岁月的皱纹。沿着仅

容一人通过的狭窄楼道拾级而上，登上二楼天

台，视野豁然开朗，整个张家庄村的全貌如同

一幅泛黄的古画，在眼前徐徐展开。

一幢幢院子里，高低错落的明清民居鳞

次栉比，青灰色的瓦顶在阳光下泛着微光，窑

洞的烟囱里飘起袅袅炊烟，远处的黄土丘陵

连绵起伏，如同一道道岁月的褶皱。

除了明清遗韵，张家庄的红色文化同样厚

重。“彭德怀当年就在这里指挥‘关上战役’。”在

村东一处窑洞前，卫老说，1936年红军东征期

间，彭德怀曾驻扎张家庄，在凤尾山制定作战

方案。如今，窑洞内的陈设依然诉说着那段红

色岁月。抗日烈士王有元“与日军同归于尽”

的事迹、老兵毛五则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的经

历，更让古村成为吕梁革命历史的鲜活见证。

从老宅到窑洞，从族规碑到抗战遗迹，每

一步都像是踩在时光的琴键上，弹奏出古村

的前世今生。当暮色开始漫过窑顶时，我们

才踏上返程路。村口，三三两两的村民在石

桌上聊天，村支书王志强站在一旁，望着闲聊

的老人们感慨道：“今年我们村的养老院项目

已经动工，主体建了三分之一，年底就能完

工。到时候能住五十位老人，真正让村里的

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孩子们在外打拼也

更踏实了。”一位村民接过话茬说：“老辈人说

‘有地就有粮，有粮就有家’，如今政策好，咱

们的古村啊，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是的，作为全市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之一，张家庄村未来也将借着政策的东风，谋

划一场“古今交融”的蝶变。依托周边的黄土

丘陵地貌，村里将围绕明清古建与红色文化

资源，让游客在自然与人文交织中，感受古村

焕新的独特魅力。

夕阳为村落镀上一层金边，青石板溪流

潺潺作响，千年古村在新时代的召唤下，正以

开放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

千年古村的时光守望
——中阳县武家庄镇张家庄村随录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冰雪运动成为了人们热衷的避暑新方式，掀起一股“反季热”浪潮。

连日来，离石区王营庄气膜滑冰馆内热闹非凡，迎来了明显的客流增长。馆内凉爽宜人的气

温与馆外的热浪形成鲜明对比，加之舒适的环境，成为市民夏日消暑的绝佳去处。人们在此不仅

能够消夏避暑，更能尽情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独特乐趣。

图为市民在冰面上自由驰骋，尽情享受夏日里这份难得的清凉。 薛力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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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早晨刷牙的牙刷、身上的保暖衣，到

乘坐的高铁、使用的智能手机，一种“神奇材

料”正悄悄改变一切——它就是化工新材

料。这种材料既扛得起太空飞船的严苛环

境，又能薄如蝉翼藏在手机里，被专家称为

“工业维生素”，是现代科技不可或缺的基础。

一、产业爆发：小材料撑起大市场
化工新材料可不是普通材料，它们具备传

统材料没有的“超能力”：质量更轻、性能更强、

技术含量更高。大到飞机火箭，小到购物袋饭

盒，都离不开它们的身影。一架飞机用了轻质

新材料，油耗能大幅降低；废水处理用上新型

膜材料，能耗仅为传统方法的几分之一。

这个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

全球市场：2025年将达 4800亿美元（约 3.5
万亿人民币），2030年有望突破5800亿美元。

中国市场：2025年消费量预计超 5700万

吨，市场规模突破 2 万亿元，自给率提升至

75%以上。

新能源汽车、折叠手机、生物医疗的兴

起，让高端膜材料、电子化学品等产品需求猛

增，年增速超过 15%。

二、中国突破：从追赶到并跑的逆袭
曾几何时，高端化工新材料长期被欧美

日企业垄断。如今中国技术正多点开花：

碳纤维：T800 级产品国产化率超 70%，

用于卫星火箭等“大国重器”。

光刻胶：半导体芯片的“咽喉材料”，国产

化率突破 40%，彤程新材在部分工艺市占率

超 60%。

生物基材料：玉米淀粉变身“超级电容

炭”，1分钟快充不是梦；生物基聚氨酯成本比

石油基低 12%。

但短板仍存：130 种关键材料中，32%国

内尚属空白，54%依赖进口。研发投入强度

仅 2%，远低于国际巨头 5%的水平。

三、吕梁实践：煤都长出“新材料森林”
作为资源型城市，山西吕梁正上演从“一

煤独大”到多业支撑的精彩转型，新材料成为

突破口。

在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火红的铝液从

熔炉流出，变成银光闪闪的高强铝合金铸

锭。元泰高导材料公司依托本地铝资源，研

发出 700 兆帕级超高强铝合金，打破国外垄

断。这些“吕梁造”材料已用于华为设备、新

能源汽车，年产值达 34.5亿元。

“我们用上本地高纯度铝水，成本直降

60%！”厂长蒋彬指着自动化生产线说。吕梁

已形成“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精深加

工”全链条，铝加工能力占山西半壁江山。

更前沿的布局是氢能：第二代氢能重卡完

成 1500公里跨省运输，补能仅需三次；打造“气

—站—运—车—用”全产业链，目标 2025年制

氢20万吨、产值200亿；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

生产线落地经开区，200台发动机已下线。

四、未来已来：这些黑科技将改变你我生活
站在 2025年门槛上，化工新材料正迎来

三大革命性跃迁：

智能革命——人工智能让研发周期缩短

百倍。通过机器学习预测材料性能，高通量

实验效率提升 200 倍，过去十年才能攻克的

技术，现在几个月就能突破。

绿色革命——生物基材料渗透率升至

18%，玉米、秸秆变身高价值材料：聚乳酸（PLA）
成本下降 23%，可降解塑料袋将更便宜；二氧化

碳直接合成聚碳酸酯，碳排放降65%。

应用革命——氢能领域，质子交换膜市

场规模 2027 年达 180 亿，国产龙头东岳集团

市占率超 50%；医疗领域，3D 打印的骨支架

材料实现个性化修复，患者等待时间大幅缩

短 ；消 费 电 子 领 域 ，折 叠 屏 手 机 渗 透 率 达

25%，“手撕钢”等超薄材料功不可没。

从吕梁的铝合金到全国产光刻胶，从实

验室的纳米薄膜到量产生物基塑料，化工新

材料如同“工业魔术师”，不断重塑产业面

貌。随着 AI研发加速、绿色转型深化，这个 2
万亿大市场将催生更多“中国创造”。未来五

年，当化工新材料自给率突破 80%，我们不仅

能摆脱“卡脖子”困境，更将在新能源、半导

体、生物医疗等赛道实现换道超车——小材

料撬动的大时代，正扑面而来。

（作者单位：吕梁市工业产业发展中心）

小材料大能耐：化工新材料的“七十二变”正改变你的生活
□ 张勇

（上接1版）
清晨，熹微晨光洒进教

室，琅琅读书声从窗棂间流

淌而出。“北国风光，千里冰

封，万里雪飘”“独立寒秋，湘

江北去，橘子洲头”“红军不

怕 远 征 难 ，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学生们的诵读声时而整

齐划一，如浪潮翻涌；时而错

落有致，似林间鸟鸣。书页

翻动声与稚嫩的诵读声相互

交织，唤醒了沉睡的校园，也

浸润着每一颗求知的心灵。

读古典名著，品百味人

生。在阅读教学中，该校注

重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经典名

著。阶梯教室里，一场关于

古典名著的交流活动正在热

烈进行。“我认为刘备是一位

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我觉得

曹操是注重贤才的人，也是

一代枭雄”“诸葛亮是聪明、

勇敢又值得信赖的大军师”，

台 上 台 下 的 学 生 们 积 极 提

问、热烈交流，思想的火花不

断碰撞。“同学们不仅在课堂

上 阅 读 四 大 名 著 等 经 典 书

籍，还会通过角色扮演，分享

对角色的理解与感悟，这让

他们能够更深入地感受名著

的魅力。”六年级语文教研组

长任海霞说。

“我们学校目前已开展

17门特色课程。阅读特色课

程自 2008 年开展至今，已走

过 16 个年头，这种教学模式

不仅在本校成效显著，还辐

射带动了周边兄弟县市二十

多所学校。除了常态的晨诵

午读课，我们还开发了十几

种课外阅读指导课型，并通

过整本书共读、亲子共读、跨

学科主题阅读等方式，对学

生进行全域化阅读渗透。作

为全国首批足球示范校，我

们的足球特色课程也坚持了

11 年，采用学练赛评闭环模

式，将足球运动从技能传授

升华为育人载体，通过团队

竞赛，强化学生坚韧、协作的

品格教育。学校以‘特色融

课程、评价促成长’为核心，

将评价机制融入教学过程，

打破学科壁垒，联通师生发

展，把校园活动转化为育人

的有效载体。同时，将特色

课程开发、跨学科教学设计

纳入教师绩效评价，通过‘班

主任育人方略大比拼’等活

动，鼓励教师将特色活动融

入班级管理。”副校长张文娟

对学校的特色课程建设如数

家珍。

多彩课程筑文明新篇

民乐也将成为该校着力

打造的第三大特色，让学生

全面发展，让孩子们在多彩

的童年中快乐学习、健康成

长。

下午放学后，音乐教室

里，琵琶、笙、笛、唢呐、二胡、

扬琴、古筝等乐器奏响动听

旋律响彻整个校园。依托民

乐、剪纸、泥塑等十几个艺术

社团，以及足球、篮球、素描、

军乐等十几个特色兴趣组，

学校构建起“必修+选修”美

育实践平台，学生参与率高

达 95%，助力学生实现“一专

多能”的全面发展。

“我们学校致力于建立

一支百人民乐团，目前已涵

盖琵琶、古筝、笛子等七项乐

器。为了提升教学质量，我

们 不 仅 发 挥 本 校 教 师 的 优

势，还专门从高校聘请专业

人士授课。乐团人数也从最

初的 20 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70 多人，这对于一所小学来

说实属不易。”音乐老师宋佳

自豪地说。

多年来，汾阳市府学街

小学始终高擎文明大旗，勇

担文化使命。 2017 年 12 月

该校开始逐级申报“汾阳市

文 明 校 园 ”“ 吕 梁 市 文 明 校

园”，2018 年被评为“山西省

文 明 校 园 ”，2019 年 被 评 为

“山西省文明校园”并遴选推

荐评选“全国文明校园先进

校”，2025年被评选为第七届

“全国文明校园”。清晰的时

间轴，见证了学校在文明创

建道路上持之以恒的奋斗足

迹……

走进校史陈列室，仿佛

穿越时空，与百年学府的历

史对话。府学新韵、前言、校

史 辉 煌 、历 任 校 长 、莘 莘 学

子、触目如故、教研教学、办

学理念……每一个板块都见

证着学校的百年历程，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汾阳市府学街小学是

一所百年老校，作为全国文

明校园，百年的历史沉淀，不

仅是墙上的校史陈列，更是

融入血脉的文化传承。我们

始终相信，教育就是要让孩

子 们 兼 具‘ 精 神 的 厚 度 ’和

‘生命的活力’。在办学实践

中，阅读与足球是我校的特

色‘双引擎’，‘一书一球，一

静一动’，共同构筑起‘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育人

图景。作为一所百年老校，

我们既坚守‘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初心，也在文明校

园的建设中，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在书香与汗水中成为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

新人。”汾阳市府学街小学校

长程建明说，未来，他们会继

续以特色育人，让百年校园

焕发更多生机与活力，文明

校园创建永远在路上。

全国文明校园建设是立

德树人的固本工程与培根铸

魂的时代使命，今日之府小

以翰墨润心养浩然之气、以

雅境塑魂筑文明之基，成为

莘莘学子启智润心的成长沃

土与逐梦远航的理想起点。

百年老校育新人
文明之花绽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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