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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方山县老年麻将协会在该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离退
休干部竞技麻将比赛。这次比赛共有17位离退休干部报名参赛，
年龄最大86岁，还有夫妻、姐弟也参赛助兴，赛出了水平，拼出了
士气，比出了风格，为全面提升老区老年竞技麻将实战水平产生
了积极效果。 李乃全 摄

“马山”于我而言，是先闻其名，
后见其人。最先听说马山是个农民
诗人，诗歌发表于县市级报刊杂志
的还真不少。在交口县文化局举办
的文艺活动还选择马山的诗歌作为
朗诵稿，还有一些当地歌曲的作词
也是马山。

“马山”是一个很憨实的人，一
点也不会故弄玄虚。记得第一次见
他，他就说“咱就是一个修车的农
民，喜欢诗歌，但是水平不高”。一
个懂得谦虚的人，朴实的就像他的
诗歌，有黄土地沸腾的激情，更带着
农民身上拍不掉的泥土芬芳。 在
他眼里，农作物都是激情澎湃的，

“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玉米怀揣
‘钢枪’昂首挺胸，谷子身着橄榄绿，
像一排排亭亭玉立的女兵方阵……
山蝈蝈酿一腔柔情，黄土地泻万里
澎湃。”（选自马山的诗歌《八月，我
在田野阅兵》）

马山身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善
良，文学群常能看到马山分享的投
稿邮箱，以及替别人投稿发表后别

人的感激，扬帆、流星雨、小桥流水
等文友，都有他帮忙投稿发表了的
文章。别人的文章发表了，马山也
很高兴，总是说“咱交口人写的文章
也有不错的，你看一片云、流星雨，
山西晚报都发了不少，你们要学会
投稿，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
对于自己创作，也是一种莫大的鼓
励，大家加油啊”。

记得一次采风活动结束，路过
桃红坡，马山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
家做客。去了马山家，喝茶之余，马
山就拿出他的“宝贝”，两个四开的
大本，翻开一看都是他这些年在报
刊上发表的诗歌、新闻稿等内容，每
一张都裁剪粘贴得特别认真，有报
头、有内容，尽管早年间的一些报纸
已经微微发黄，但是那种整洁认真
让人肃然起敬。我们一边翻阅，一
边赞叹不已。

这时候他又拿出一本，递给交口
文友一片云：“这是你这些年发的，我
都给你保存着。”同样的一丝不苟。
今年已经加入省作协的一片云说道：

“最初写出东西不会投稿，发在群里
交流，都是马山老师看见好，帮我投
稿，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都是他帮我
发到编辑部的。”“我总是记不得保存
投稿邮箱，每次都是问马老师，他都
不厌其烦，什么时候问，什么时候告
我。”马山能如此对待别人，确实是一
种难能可贵的善良。

马山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并
未接受过正规新闻专业训练，但从
1983 年桃红坡中学毕业后开始写
稿，到今天为止，在县、市、省、国家
级报刊、网络等媒体发表新闻 500余
条；在《交口文苑》《吕梁风》《吕梁日
报》《吕梁日报·晚报版》《山西法制
报》《三晋都市报》等县、市以及省级
报刊发表诗歌 80 余首。向《王家大
院》报、《三晋都市报》推荐并负责组
稿出“交口小草文学群”专版 5 个版
面，对展示交口文艺人的实力、交口

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的魅
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几年，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
就是做个农民记者，撰写新闻稿。马
山对新闻有一种天生的敏锐捕捉力，
总能在家乡的平淡生活中发现隐藏其
后的伟大和美丽，而且标题新颖，语言
精炼，比如写交口县客陀村村民嫁接
山桃树致富的事，用了《客陀村嫁接山
桃“油水”大》；年前吉子沟村委村民领
取清洁煤，温暖过冬，用了《农民喜领
清洁煤 幸福满满迎新年》；桃红坡中
心校组织骨干教师赴全国初中教育一
面旗帜的江苏洋思中学取经，用了《走
哇！看看名师咋讲课》等等，再加上内
容大多数是反应农村的新变化、新发
展，而且时效性很强，所以发表率高。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是扎根大地最
朴实的树，是躬身一线最信赖的前
哨。与媒体一家人，与编辑一条心，跟
老师一道干。非专业不代表不专业，
编制外却更加宣传，是不持证的采访
者，是不拿工资的新闻人，同样也是党
的宣传事业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无
怨无悔将山里的故事带向更为辽阔的
天地。”

马山人如其名，有山的厚重朴
实和执着坚守，守护着一方水土中
的淳朴善良和豁达气度，守护着一
个农民通讯员对和平社会的热爱，
守护着一个文学爱好者对通讯事业
的不懈追求和责任。

本报讯 近日，文史学者武
有平、张文飞、郭时健在临县玉
坪乡禹家梁发现的宋太宗时期
和木瓜坪乡长乐村发现的宋仁
宗天圣十年（公元 1032）的两套
买地券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方
山县怀文乡赵家社”“方山县怀
文乡长乐村”，这正好给民国年
间吴命新考证的临县和方山县
县界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物证。

民国六年吴命新担任总纂
的《临县志》卷十四《沿革考一》
载：元世祖至元三年（公元 1266）
省孟门，析其北境六十里至碛口
镇；省方山，析其西境四十里至
黄云山，统归临辖。意思为今方
山县境以西四十里地在元世祖
至元三年前属于方山县管辖，但
一直没有见到物证。此次发现
为文史研究界首次发现的实物。

买地券，又叫做“墓 ”“地
券”，是墓地主人向阴界宣示自
己 土 地 所 有 权 的 一 种 契 约 文
书。据传，自东汉以来，墓葬中
就有了买地券，以后历代虽有所
变更，但基本形成了固定的格式
和文字。其形制如墓志铭，一般
分上盖下底两方，上面的为盖，
正面刻有吉庆字样，买地券正文
有的分开刻在上下两方相合的
一面，有的只刻在下底一方。

禹家梁买地券为一套中的
上盖，正面刻有“镇地大吉”，背
面为正文的前半部分，由临县玉
坪乡禹家梁一农民在犁地时发
现，青石质，石刻高 37厘米，宽 36
厘米，略呈斗型，边缘厚约 6 厘
米，残缺一角，刻文楷书，共十二
行，每行字数不等，字迹部分剥
落不可辨，可辨者 200 余字。为
宋太宗时期石刻，但刻有具体年
份的下底未发现。此石刻现由
方山县人闫斌收藏。另在临县
木瓜坪乡长乐村出土一套宋仁
宗天圣十年（公元 1032）的买地
券，上盖下底两方基本完好，砂
石质，均高 28 厘米，宽 26 厘米，
刻 文 以 楷 书 为 主 ，杂 有 个 别 行
草，上盖刻有文字 10 行，下底刻
有文字 9行，各行文字不等，字迹
剥落严重，可辨认者 170 余字。

（闫卫星）

本报讯 7 月 24 日，文水县城
镇 中 学 名 师 公 益 课 堂 第 48 期 开
讲，主题是“青春不毕业、优秀不褪
色”。这期课堂不是以往名师在台
上传业授道，而是让优秀学子登台
分享他们的学习方法和成功经验，
吸引众多学弟学妹和家长纷至沓
来 ，线 上 收 看 电 视 直 播 者 多 达
6750 余人。

今年刚从该校初三毕业的郭
思彤、赵景言、闫宏哲、岳书宇、郭
张弛、张旭峰、孙熙博、刘昀江、王
奕涵、赵爽等 10 名同学，中考成绩
在全县乃至全市名列前茅，堪称优
秀学子。他们共同特点是有一种
毅力，勤学苦练、孜孜不倦；有一种
情怀，不负青春、乐于奉献。他们
善于确定符合自己的实际目标，发
掘 自 身 的 潜 能 ，不 断 提 高 自 身 素
质，获得更大的自我发展空间。积
极主动转变学习观念、学习方式，
学会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特
别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心态，不仅
立志学习好知识和技能，还勇于面
对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困
难和挫折，积极地面对生活、面对
人生。注意培养、发现生活和学习
的乐趣，适应单调宁静的氛围，让
现代社会的浮躁与喧嚣在心灵中
无处可栖，让读书成为生活的重要
内容和生活态度，读一本好书不仅
能开阔视野，还能了解人生的意义
和价值所在。

在 10 名优秀学子分享完经验
之后，进入解疑释惑的问答环节。
在场的同学和家长踊跃提出关于有
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优秀学
子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一给出
了建议，学长学姐们分享的好方法
解决了在场同学的困惑，使学弟学
妹们获得了许多“干货”，对未来的
学习和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

（冯增清 武杰）

进入暑期，不少家长们选择带孩子外出郊游玩耍，不仅减缓了孩子的学习压
力，也增进了亲子关系。图为离石区西华镇景区内，天气宜人，风景优美，一对母
子正在拍照记录美好时刻。 记者 臧媛慧 摄

农民通讯员马山
□ 卫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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