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忙时耕种无荒馑，
闲来阅读储思想。
劳逸结合两不误，
物质精神足心房。

勤劳摆脱贫与困，
智慧助力富又强。
泥土不止长庄稼，
大地永远蕴希望。

吃苦耐劳是本分，
博闻多知放灵光。
峰峦岂可挡视野，
阡陌纵横通八方。

谁言农家不思学？
从来开卷米粮香。
拥有科技振翅膀，
山沟飞出金凤凰。

美好生活须开创，
不等不靠勇担当。
天生有双勤劳手，
更添脑中门路广。

天南海北信息畅，
产品亦销互联网。
一年四季不懈怠，
盛世太平安家邦。

蓝天白云来相伴，
绿水青山护家乡。
跃马扬鞭驰大道，
乘风破浪奔小康。

新农歌
□ 李乃全

脚蹬靴筒 头顶矿灯，
我们是一群穿越地球的蛟龙，
开采，开采火辣辣的热能。

长长的巷道，
澎湃着黑色的瀑布；
林立的支柱，
搭起辽阔的拱门；
啊，怀揣亲人滚烫的思念！
铁的信念穿透千年岩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我们是接力的普罗米修斯人，
开采，开采火爆爆的热能。

怒吼的风镐，
向凝固的森林点兵；
旋转的天轮，
托起了甜甜的幸福梦；
啊，徜徉奔腾的太阳河！
挥汗如雨向祖国奉献赤诚。

矿工之歌
□ 马山

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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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唱秧歌西道情，要听小曲石州城。
诙谐乐趣民间调，明快高亢通俗声。
彩扇飘飘频起舞，晋胡袅袅伴芦笙。
技融弹拨千年去，更有乡风万代荣。

说起龙交乡，总有一种让人思索回味的感
觉。

走进龙交乡，每每总能给人一些新的面孔
和感知。

近三年来，我先后三次去龙交乡，每一次
走进，都有一种新的认知与感悟。

2017年 10月，初识龙交，在好奇中探寻“龙
交”历史渊源。龙交乡位于吕梁市石楼县龙交
村，距县城 25 公里，缘由在龙交村因村东、东
南、东北方各有一条河流，三条河由西向东在
村东汇合之后流去，而村北的两座大山又形似
两条由东飞来的巨龙将龙头探入三条交汇的
河流中吸水，故取名曰“龙交村”。又因龙交村
为龙交乡政府驻地，故名龙交乡。

此行瞻游龙交文化园，参观了于廉政馆、
教育馆、民俗馆、中医药馆、德馨馆、书法绘画
摄影艺术馆和电子阅览室、图书室、棋牌室、排
练室、会议室等 6馆 5室后，我被“贫穷不落后、
没钱有办法”的精神品质所震撼，从中感受到
了龙交人的睿智，感悟了龙交的文化之道。

2018 年仲夏，我再次走进龙交乡，此行参
观了龙交精神展览馆，这是龙交人文精神的展
现。这里不仅是一处党员干部的教育基地，也
是龙交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动力源泉。展馆
分为龙交精神永不褪色、难忘岁月艰苦创业、

继往开来巨大变化、崇尚科学实干善成、精神
永存传承文明、龙交大事记、龙交荣誉榜、龙交
人文资源、龙交心语等 11 部分，详实介绍了龙
交之巨变和先进典型的精神风貌，涵养党内政
治文化。随后参观了旺龙寨农业生态园区，观
赏了千年核桃树，游览了刘家大院，寻访了国
宝东岳庙，观赏中品读，在品读中感悟，可谓受
益匪浅，不虚此行。

2019年仲冬时节，我冒雪驱车第三次来到
龙交，此行参观了龙交国防教育馆，接受了一
次国防再教育。在展馆中，随着展板穿越国防
时空隧道，从古代国防教育、近代国防教育，到
新中国、新时代国防教育。一扇扇小小的窗
口，让我真切地感悟了中国国防从弱到强的发
展历程，科技兴军、改革强军、政治建军，由此
真正懂得了国防教育是一门科学，是军事学和
教育学相结合的产物。

龙交国防教育馆所布展内容，从文字的演
进到思想的萌芽，再到屈辱的近代史，最后到
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可
谓中国国防教育史的浓缩版。天下虽安，忘战
必危。古代亡国衰落的历史教训，近代屈辱的
中国史，新时代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提出，让我
们更坚定了建设强大军队的信心与决心。加
强国防教育，树立国防观念，是关乎国家强弱
和民族兴衰的大事，对于正民风、壮国威，振奋
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向
心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具
有重大意义。

龙交作为全省国防教育的示范乡镇，近年
来始终坚持以群众性活动为载体，吸引广大干
部群众积极参与国防教育，注重与爱国拥军实
践有机结合，引导适龄公民自觉履行兵役义
务，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热爱军队，支持部

队建设，研究制定并落实优抚安置政策，不断
巩固和深化国防教育成果，努力打造石楼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龙交乡打造了几个对外开放文化展览馆，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浓缩简介了中国廉政、国
防、医药、教育、民俗等文化渊源、发展历程的
光辉成就，令人惊奇，感人奋进。

美哉，龙交！旅游天堂，生态走廊，资源宝
库，文化之乡。

壮哉，龙交！古韵新章，齐绽光芒，同心协
力，奋发图强。

离
石
弹
唱

□
梁
大
智

离石弹唱是一宗历史悠久的汉族说
唱艺术，起源可上溯至宋代。流行在离
石、柳林、方山、中阳一带，形成于清代中
叶。在清代修撰的《永宁州志》中，有关于

“审录·唤妹子”“放牛·贴对子”的记载，这
就是“弹唱”较流行的曲目。

离石弹唱，在民间享有很高声誉。自
古就有“东秧歌、西道情，小曲出在石州
城”的传说，这小曲即指的“弹唱”。《离石
县志》又载：“弹唱这种说唱艺术，经宋、
明、清各代流传下来，民国年间，县城周围
村庄、北川西属巴一带甚为流行。”“弹唱”
用的乐器有三弦、扬琴、四音子（四胡）、笛
子、管子、笙、四块瓦等，因伴奏以弹拨乐
器为主，故也称“小曲弹唱”。

“弹唱”的曲调和曲目很丰富，民间艺
人有四大景，八小景，七十二个闹五更，九
湾十八调。其演唱形式是乐队坐成一字
或八字形，前面有一男一女（通常为以男
扮女）手持彩扇边舞边唱。以对唱为主，
兼有独唱和帮唱，中间还有少量插白。

离石弹唱《本命年》唱道：“红红的灯
笼照啊照，红红的花雨飞满天，红红的福
气铺一路，红红的好运一年年。本命年，
本命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
岁岁年年，生活就是苦辣酸甜。本命年，
本命年，红红火火的中国年。平平安安，
岁岁年年，有你有我团团圆圆……”

最有代表性的曲目是《审录》，演唱王
金龙与苏三的爱情故事。还有《关公挑
袍》《金钱莲花落》《赶舟》《唤妹子》等。内
容丰富，演唱形式活泼，音乐的乡土风味
浓郁，成为离石一带欢度佳节、迎宾庆典
不可或缺的内容。2014 年 7 月，离石弹唱
成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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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故乡 美丽龙交
□ 解德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