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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南湖的红船，用镰刀与锤头，
锻造了七月 最 初 的 构 思 ； 是 粗 糙 的
草 鞋 ， 踏 过 苍 茫 的 泥 泞 ， 写 就 七
月 执 着 的坚定；是漫卷的旗帜，飘
过 雪 山 的 峰 巅 ， 树 起 七 月 胜 利 的 自
信 ； 是 枣 园 的 灯 光 ， 透 过 窑 洞 的 窗
棂，映亮七月绯红的黎明……

七 月 是 一 部 写 满 历 史 沧 桑 的 巨
著 ， 又 是 一 首 朴 素 自 然 的 田 园 长
诗 。

在 乡 村 ， 当 遍 野 的 向 日 葵 ， 涌
动 成 七 月 太 阳 的 造 型 ， 便 有 升 起
的 炊 烟 ， 拉 开 一 天 劳 作 的 序 幕 ；
当 丰 满 的 绣 球 花 ， 挤 瘦 七 月 幽 长

的 草 径 ， 便 有 银 亮 的 锄 头 ， 走 向
玉 米 拔 节 的 田 畴 ； 当 牧 鞭 的 影
子 ， 划 过 七 月 忙 碌 的 早 晨 ， 便 有
苏 醒 的 镰 刀 ， 开 始 亲 吻 旷 野 熟 透
的 麦 子 。 蝉 鸣 声 声 ， 吟 唱 出 七 月
的 旋 律 ； 清 风 习 习 ， 掀 起 层 层 麦
浪 。 那 金 黄 的 色 泽 ， 是 七 月 最 深
情 的 倾 诉 啊 ， 每 一 穗 饱 满 的 籽

粒 ， 熟 稔 成 七 月 香 馨 的 味 道 ， 圆
润 成 草 帽 下 ， 滴 落 的 一 颗 颗 粗 大
的 汗 珠 ……

七 月 是 初 秋 虚 掩 的 一 扇 门 扉 ，
又 是 一 幅 汗 水 与 力 量 交 织 的 版 图 。

在 城 镇 ， 当 暮 色 下 的 街 灯 ， 还
在 守 着 四 周 的 宁 静 ， 早 有 扫 帚 的
声 响 ， 扫 落 了 满 天 的 星 辰 ； 当 扇

形 的 阳 光 ， 刚 刚 染 红 天边的云霓，
早 有 熟 练 的 手 姿 ， 在岗口站成风雨
无阻的坐标；当快递哥的身影，穿梭
在楼宇街头，早有机器的轰鸣声，从
七 月 的 车 间 灿 然 荡 出 ； 当 广 场 的 旗
帜，在歌声中徐徐升起，早有醒目的
安全帽， 在七月的脚手架上，露出憨
憨的微笑……

这就是七月，一个处处充满着希
望、激情的季节。

这就是七月，一幅用勤劳汗水绘
制的美丽图腾。

家风建设的和谐美

4月 17日，2021 年山西省群众文化
活 动 暨 山 西 省 群 众 文 化 惠 民 工 程“ 游
山 西·读 历 史 ——《平 城 讲 坛》主 题 活
动 ”系 列 讲 座 四 月 第 三 期 在 大 同 市 图
书 馆 开 讲 。 本 次 讲 座 由 山 西 大 同 大
学文学院院长凌建英教授主讲。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家风建设的和
谐美》，凌建英以家风建设的“五个一工
程”，即“一棵树的陪伴，一封信的坚守，
一种陪伴的温馨，一种文化的情趣，一
种家国情怀的树立”为切入点，探讨了
家风建设的理念与和谐美的追求。凌
建英通过“一棵树的成长”和“木的字形
变化”两个角度引出“加强家风建设，推
动立德树人”这个讲解中心点，即通过
良好的家庭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凌建英用一系列小故事，向大家展
示了当前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存在
的陪伴的缺失，并指出这种缺失不利于

家风的传承。她又以“安宁”二字举例，
倡导夫妻和睦、家庭稳定。

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讲
座旨在有效引导未成年人自觉传承好
家 训 、建 设 好 家 风 ，让 良 好 的 家 风 、家
规 、家 训 成 为 孩 子 成 长 道 路 上 的 催 化
剂，助其开启积极向上的人生道路。

金牌导游走进大同红色记忆馆

近日，大同市旅游协会导游分会
组织 40 余名一线导游人员，来到位于
古城内县楼南街的大同红色记忆馆，
缅怀革命先烈，追思烽烟往事，深入了
解珍藏在大同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

春雨洗涤后的大同，杏花绽放，风
清天蓝，分外美丽。是日清晨，40 余名
导游有的从云冈区搭车前来，有的利
用带团的间隙赶来学习，还有的带着
孩子、家人一同参观，每一个人十分珍
惜这次学习机会。他们表示，把大同
深厚的文化底蕴介绍给外地游客，是
他们的责任与使命。当天的活动分为
活动综述、党史概览、学习参观、致敬
献花四个环节。

活动一开始，大同市旅游协会副
会长、导游分会会长崔展就本次活动
举办的目的及进一步加强导游日常培
训进行了阐述，并就深入提升导游队
伍整体素质、解决好带团和讲解中的
难点等方面与大家进行了交流探讨。
随后，导游代表李佳佳为大家介绍了

“党史通读概览”，和大家一起回顾了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之后，大家
走进“曙光初照”“共赴国难”“革命到

底”“缅怀先烈”等展厅，深入了解中国
共产党在大同的发展、壮大，以及大同
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壮举。革命
先烈在大同留下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导游。

“金 牌 导 游 ”培 养 项 目 是 文 化 和
旅游部加强导游队伍建设的重要举
措 ，2020 年 全 国“ 金 牌 导 游 ”培 养 项
目共有 144 名导游入选，大同金牌导
游 周 智 海 脱 颖 而 出 。 近 年 来 ，周 智
海 在 认 真 做 好 导 游 词 创 作 研 究 、深
入挖掘大同的人文历史等创新型导
游词的同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完
成 多 名 新 入 职 导 游 的 实 地 岗 前 培
训。是日的学习活动中，“国家金牌
导 游 周 智 海 工 作 室 ”负 责 人 周 智 海
为在场导游讲解了一段段大同英雄
史、一曲曲抗战群英谱。

在一幅幅泛黄的照片前，在白求
恩医生的塑像前，在烽火侨女李林的
遗照前，周智海带领导游们追思往事，
致敬先烈，激情满怀。俯身观看展柜
中珍贵的展品，抬头仰视那泛黄的照
片，侧耳倾听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导游们眼含泪水，精神为之振奋。参

观学习结束时，时近中午，导游们在崔
展的带领下，举行了缅怀英烈仪式。
大家用手工制作好的一朵朵纸花，敬
献先烈，默哀鞠躬，缅怀英雄。

崔展告诉记者，由大同市旅游协
会导游分会组织举办的“赞·同课堂”
自从在府文庙开讲以来，按照“提升
素质为目的，带团实操为主线，文史
风俗为前提”的培训主旨，邀请一线

“老”导游、网红民俗专家、景区专职

讲 解 、大 同 特 产 开 发 者 等 为 导 游 授
课 充 电 ，至 今 已 组 织 开 展 了 30 余 节
公 益 讲 座 ，全 市 近 千 名 导 游 接 受 了
培 训 。 今 年 ，大 同 市 旅 游 协 会 导 游
分会还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组织导游加大党史学习教
育力度，把学习党史同导游培训、强
化队伍素质、推动导游工作优质发展
结合起来，使我市导游专业水平得到
稳步提升。

全面系统反映左云历史文化的 3部图书首发

本 报 讯 （记 者 李炯）4 月 18
日，左云长城学会会员大会暨学会图
书出版首发式在左云举行，《左云长
城城堡与贸易》《长城故乡 塞上名
城》《左云地名录》三部全面展示左云
地域文化、反映究左云历史文化的书
籍在会上首发。

近年来 ,左云长城学会紧紧抓住
山西打造长城旅游板块的契机 ,以建
设“长城故乡、京西避暑胜地、自驾
游目的地”为目标，为挖掘整理、研
究保护、宣传弘扬长城文化做了大
量的工作。《左云长城城堡与贸易》
由左云长城学会刘志尧、高海泉、李
日宏撰写，全书共 25.3 万字，由中国

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全面
反映左云长城历史文化的专著，书
中既有 3 位长城专家实地调查积累
的第一手资料，又有丰硕的研究成
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
值。《长城故乡 塞上名城》是由左云
长城学会会长刘志尧撰文，学会众
多摄影人拍摄的一本摄影集，图文
并茂地展示了左云的自然风貌和历
史文化。《左云地名录》由刘志尧、高
海泉主编，全书共 84 万字，由四川远
程电子出版社出版，涵盖了左云山
川、沟峪、水库、村庄、遗址遗存、桥
梁、街巷、古建等，是了解左云历史文
化的基础资料。

云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群众暖民心

本报讯 （记者 李炯）为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近日，由云
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口泉
街道、云冈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承
办的“学党史，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
免费义诊活动在口泉公园开展。

在现场，医护志愿者为大家免费
测量血糖，测量血压，对于血压不合

标准的居民，医生现场给予饮食、用
药建议。

据了解，此次免费义诊活动是云
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积极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一项具体举措。
义诊活动为社区居民送去了温暖和
关怀，让他们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
的医疗服务。

用经典浸润青春 用智慧点亮人生

4 月 16 日下午，山西大同大学特
别邀请著名主持人、山西传媒学院白
燕升戏曲研究传播中心创始人白燕
升在该校本真楼为师生做了题为《漫
谈审美与人性》的精彩讲座。本次讲
座是该校“传统文化进校园——山西
大同大学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报告会”
的内容之一。

分享“光阴的故事”，漫谈审美与
人性，白燕升结合传统戏曲以及中国
传统色彩等元素娓娓道来，亲切自
然，如一缕春风，轻拂在师生心头，暖
意融融。白燕升讲道，审美的核心是
艺术，个人审美观的形成与所处的环
境 、使 用 的 物 品 、接 触 的 人 息 息 相
关。趋向美好的物品是人的天性，也

是生命品质的一部分。如果过于务
实，人就失去了最为高贵的品格——
人性，而发现美的能力正是人性的重
要组成。白燕升运用中国传统色彩
的美学内涵，总结出传统色能生高级
美、高级美能生自豪感、自豪感能生
爱国心的结论。他寄语山西大同大
学的学生要积极投身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承工作中去，保护好、发扬好
中华传统文化。

白燕升通过大量中外设计、艺术
实例展示京剧“四大名旦”书画作品，
从传统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解读
审美与人性的内在关联，语言幽默，
生动有趣，可谓一堂“最美的审美公
开课”。“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身外的大
千世界相融相和”“审美
到最后都是人性”“审美
的根本性就是追求人性
的完满。高级审美不只
是 品 相 好 看 和 视 听 冲
击。”“朴实的外表下藏着
的神秘力量同样袭击人
心，大气下的不完美胜过
小家子气的精雕细琢。”

“懂得审美，才能生活得
更加诗意更有仪式感，才
能从平凡生活中发现美

好的小确幸。”在谈到“如何将民族
的成为世界的”这一问题时，他说我
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去寻找
不同文化之间的连接点，即人性与情
感，用正确的审美观并做好充足的文
化准备，加强自我修为，全方位提升
自己的个人魅力。

白 燕 升 用 戏 曲 、用 歌 声 、用 诗
词 、用 字 画 、用 艺 术 人 生 为 师 生 带
来 了 一 场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饕 餮 盛
宴 ，用 爱 心 、用 奉 献 、用 行 动 、用 真
诚向师生展示了抗疫期间“最美艺
术 家 ”骨 子 里 的 勇 敢 与 担 当 ，用 传
承、用创新、用热爱、用激情向师生
诠释了心怀理想、脚踏实地的精神风
骨。

本报讯（记者 李炯）4 月 18 日，
市体育总会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
邀请大同市人防越野一族救援队专
业讲师史静，在体育中心负一层新
闻发布厅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
满足志愿者学习掌握医疗急救知识
和技能的需求。培训活动吸引了近

百名志愿者参加。
培训过程中，史静为志愿者们

深入讲解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急救
盲区、误区，并通过现实生活中的鲜
活 案 例 ，以 列 数 据 、播 放 视 频 等 方
式，向志愿者普及了心肺复苏对于
现场急救的重要性、必要性。

写在七月……
左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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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山是见证者，见证着植树造
林、绿化荒山的创业往事。这些松树
是你和群众一担水一担水挑上山而浇
活的。你浇的是树，浇活的是信念，长
出的是精神，扶贫的精神，满山遍野的
松树为你树碑。

为了让这座偏僻荒芜、风沙弥漫
的五路山披上绿装，为了大山里的父老
乡亲早日脱贫，你长年累月坚守在全县
条件最艰苦的乡镇，十年来，你走遍了山
山岭岭、沟沟洼洼，苦苦思索谋划着发展
林业、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远大蓝图。
你曾给前来调研的领导做汇报、谈设
想。你讲如何将耕地改造成梯田，保持
水土，增产增收；如何改善生态，植树造
林；如何把乔木和灌木相结合，集约成
片；如何让大山沟里的父老乡亲富裕起
来，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从此，一
个个山头绿了、一片片坡地平了、一群群

白羊肥了、一条条山路通了、一支支饱含
深情的山歌飞出了山沟沟……

高高的五路山记得，为了这些树，
你曾经肩背书包，三个月饼一壶凉开
水，迎风吃在山上。为了这些树，你在
大雪封山车辆不通的情况下，徒步三
十多公里奔赴工作岗位。为了这些
树，你在条件最艰苦的乡镇一干就是
十年，一直从青春年少干到人到中年，
你把人生中最美好、最宝贵的一段青
春年华奉献给了这座山、这些树。

当年五路山的沙石路，如今变成
了宽敞平坦的柏油路，五路山上的村

民搬迁到了山下设施一流的移民新
村。巍巍的五路山被开发成了生态旅
游景区，山上又新栽植了杏树、人参、
枸杞和黄芪等中药材，养殖了鸵鸟、
山鸡等野生动物。乡村振兴架起了
一 座“ 立 党 为 公 、执 政 为 民 ”的 连 心
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已经搬迁到山下新农村的村
民 ，沉 寂 了 多 年 的 热 情 在 一
条条水泥路柏油路上迸发流
淌 ，昔 日 穷 乡 僻 壤 的 乡 村 终
于 走 上 了 乡 村 振 兴 的 高 速
路、快车道。

行进在宽敞平坦、鲜花装扮、青草
簇拥的五路山旅游公路上，一股乡村
振兴的新时代气息扑面而来，车在路
上行、路在林中伸、人在画中游，道路
两旁的杨树、柳树、松树枝繁叶茂，高
大挺拔，在金秋霜叶的映衬下，更显风
姿绰越，美不胜收，仿佛置身如诗如画
的“塞北江南”。被人们称之为“塞上
绿洲”的五路山，仿佛一座“天然氧吧”。

你爱树。为了树，为了父老乡亲的
脱贫致富，无怨无悔地奉献着、付出着，我
仿佛听见五路山在说，一株株松树在说：
你是一棵树，扶贫路上的一棵树。

你是一棵树
冀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