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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莉英

“五一”小长假迎宾街道微笑服务迎八方游客

“ 中 华 魂 ” 长 城 主 题 征 文 大 赛 获 奖 作 品 选 登 ③

“中华魂”长城主题征文大赛

山西大同大学、大同市委宣传部
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大同日报社
大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承办： 大同市图书馆（大同市少儿图书馆）
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
大同长城学会、大同市图书馆学会

（本文获“中华魂”长城主题征文大赛诗歌类二等奖）

1990年，胡杨20岁。
家里早早就催促她结婚，在他们这个小

山沟里，20岁还不结婚已经是老姑娘了。胡
杨的父母早就开始张罗，媒人来了一次又一
次。可偏偏胡杨不想，她不想就这样嫁人。

胡杨当然知道，只要嫁人，她就再没有机
会离开这个山沟——西庄。

西庄是奥壤县有名的贫困村。西庄离所
属乡都有 40里地，更别说离县城了。这里完
完全全展现了黄土高原的风貌，沟壑纵横，高
低起伏，一眼看去唯有黄色。处处都是土坷
垃山，风一吹人就迷了眼。

说来也怪，西庄年年搞植树，年年种不起
树，人人看了都摇头，都说这不是人待的地
方。

胡杨是胡老汉家的二女儿，家里有五个
孩子，四个女娃一个儿子。

四个姐姐一个弟弟。
人人都说胡老汉可算生了个儿子，胡老

汉也高兴。
西庄是没有学校的，学校在隔壁东庄。

就东庄有这么个学校，周围村子的孩子都来
这儿上学。

胡杨也上过学，可也只上完了小学。
胡老汉说，女娃子上学有啥用，以后只管

着嫁人就行，白白浪费了钱，不如省下来给他
儿子娶媳妇。

胡杨从不觉得不上学是什么大事，毕竟
在他们这里，女娃子大多在家里做饭放羊，上
学的也没几个。

但胡杨是个做什么事都认真的人，事事

都要做最好，放羊是，上学也是。
学校里的白老师总和胡杨说她是上学的

好苗子，以后考个大学肯定没问题。
可胡杨不知道什么是大学，上那有啥用，

能吃饱饭能穿好衣裳吗？
胡杨有个好朋友叫小芳，打小一起长

大。小芳家富裕，她爸在乡里工作，听说已经
在乡里买房了，过不了几年小芳和她妈就要
搬去乡里住。

胡杨不知道乡里长什么样，她觉得大概和
西庄一样，到处都是土坷垃，没什么大不一样。

小芳一直去上学，她爸妈希望她能考个
中学，以后留在乡里当老师。

胡杨想当老师真好，至少不用去山沟里
放羊。

西庄的风一年四季总在吹，沙砾滚动，黄
沙漫天。

1990年，胡杨终于去了乡里。
原来乡里没有漫山遍野的黄沙和土疙

瘩。
胡杨见了小芳，几年不见，小芳已经是乡

里中学的老师。
胡杨被小芳带着逛了乡里的铺子，去了

中学，甚至看到了电视，这是她未曾见过的。
胡杨终于知道，除了西庄，还有很多地方。

胡杨突然好想离开西庄。
胡杨突然好恨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小芳说，前些天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

爬了长城。
在胡杨心里，北京一直是别人嘴里的地

方，她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只知道北京是个很
远很远的地方。

但小芳去了，她也想去。
胡杨心里埋下了去北京爬长城的种子。
胡杨的大姐回家，带着两个孩子。她嫁

到了隔壁石圪脑村。
大姐给胡杨介绍石圪脑的一个男孩儿。
胡杨不愿意，她知道嫁人之后她就永远

无法离开。
胡杨感觉自己好像变了。
男孩儿叫李志，在乡里的派出所开车。
大家都觉得李志好。
胡杨不觉得。
她也不知道哪里不好，但就是不想。
可是胡杨还是没办法反抗。
最后，胡杨还是和李志在一起。
胡杨去了石圪脑，李志常常不在家，一周

回来一次。
没有感情基础，两人相敬如宾。
所有人都说胡杨有福气，李志一看就是

能成大事的人。
胡杨只是笑着应和。
但在胡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李志出轨

了。
胡杨吵着要离婚。
所有人都劝她不要，离婚很掉价。
胡杨不愿意，她不想再和李志过。
不管所有人的反对，胡杨离了婚。
但她还是坚持生下了孩子，是个女孩。
胡杨给她取名胡乐乐。
胡杨没有回西庄，她去了乡里，开了间杂

货铺。
胡杨做什么事都认真，放羊是，上学是，

开杂货铺也是。
她很勤快，也很实在。
胡杨一个人养女儿。
女儿也很争气，学习一直很好。
胡杨把女儿送到了县城的高中，她也去

了县城。
胡杨在县城做生意，她做什么都能成，她

从不怕什么。
胡乐乐上大学，胡杨想让她去北京。
录取通知书回来，胡乐乐如胡杨所愿去

了北京。
胡杨送胡乐乐去上学。
胡杨终于去了北京。
胡杨终于去了长城。
胡杨在长城边，看山脉连绵，郁郁葱葱。

她想起了西庄，想起了黄沙茫茫。
原来北京是这样，长城是这样。
她要做长在长城边的胡杨。

塞北地区的三月依然保留着对冬天的
眷恋，又恰逢寒潮来袭，北风裹挟着沙尘犹
如战马奔腾，一遍又一遍冲击着莽莽苍苍
的大地。山丘、古堡、村落、土地都还裸露
着苍白的身体，而生命的活力却已经在体
内酝酿着，等待一个复苏的机会。在这样
的日子里，驾车沿着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北
线的天镇段、阳高段一路由东向西行驶，不
禁产生一种当代赛博朋克式的“饮马长城
窟行”之感。

余秋雨曾经写道：“长城到了八达岭一
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
西、内蒙古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
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
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
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
了。”

不实地走一走看一看，着实很难体会
到余秋雨笔下的深义。遥望着修筑于明朝
的李二口长城，若将视觉聚焦于一点，看到
的是一面土墙，但当我们站在蓝天旷野之
中，环顾四方，看到的则是绵延几十公里的
塞外雄关，气度不减当年，仿佛听到战鼓动

地战马嘶鸣，给人巨大的震撼与压迫感。
面对长城，有人渴望金戈铁马、成就霸

业，有人渴望固守高墙、偏安一隅，有人渴
望商贸流通、生意兴隆，有人渴望结束战
乱、家人团聚。长城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
我们整个民族中不同角色的心理。因此，
倘若我们仅仅以长城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
义去看待长城文化，就会陷入一个浅薄的
误区，而忽略了长城背后蜿蜒千年的生命
活力，不管是历史中的王侯钟鼎、将军营
寨，还是名士鸿儒、布衣白丁，都曾经鲜活
地在这里呼吸过。

我和朋友相约一起去长城一号旅游公
路自驾游，去长城边走一走看一看，仿佛是
某种意义上的寻根之旅，“借山水风物与历
史精魄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
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

驶过李二口村一段距离后，我和朋友
在一处视野开阔处下了车，跨越路边沟沟
壑壑，走上一个可以俯瞰四周的高点。万
里春风翻山越岭扑面而来，但我们却分明
感受到刺骨的寒意，在土坡的背阴处，甚至
还有一些雪没有融化。我们的四周是一层
层黄土，一片片枯草，和犹如棋盘一样的田
垄伸展向远方。远处，早已废弃的烽火台
还在傲然挺立，时代变革让它们失去了现
实的实用价值，却升级为“古址遗迹”以供
后人瞻仰。一路驶过，沿途我们看到许多
光伏发电场，又顿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
树前头万木春”之感。

长城，从表面看是人类意志力的伟大
体现，从内里看则是不同文化在历史进程
中的不断重塑。有时，历史没有温情脉脉
和好聚好散，反而更多的是洪水滔天和腥

风血雨。
据 说 郦 道 元 曾 在《水 经 注》中 写 过 ：

“ 余 至 长 城 ，其 下 往 往 有 泉 窟 ，可 饮 马 。”
在 如 今 快 节 奏 的 社 会 生 活 中 ，长 城 文 化
或 许 也 会 因 为 各 种 原 因 迷 失 自 我 ，但 如
果 我 们 将 它 们 放 回 历 史 的 第 一 线 ，它 们
就 会 重 新 焕 发 生 机 与 活 力 。 正 如 此 时 此
刻，我们站在长城脚下，那些文化便没有
终 结 于 荒 草 冷 月 和 断 柱 残 石 之 间 ，而 是
通 过 猎 猎 风 声 ，在 我 们 的 耳 边 讲 述 着 自
己 的 兴 衰 故 事 ，它 们 并 没 有 将 自 己 遗 忘
在千年等待之中。

李 泽 厚 先 生 在《美 的 历 程》一 书 中 写
道：“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
的战争故事和艺术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
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
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
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
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沉没的历史力
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
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
的。”

我想，这也是对长城美学最好的注解。

赵佳楠（山西）

自 驾 长 城 窟 行（节 选）

韩江钰（山西）

胡 杨 长 在 长 城 边
向西，它牵着威鲁堡；向东，它挽着鹿角沟
行走在镇川口的烽墩，每一个垛垒
都那么像契合在古老土地上的门钉，这是一扇展开的大门
放眼所及群山的尽头，是否还虚掩着历史的风尘
也许它们曾经被烽火钩沉过，也许被《出塞曲》吟诵过
但是现在，它们那么坦然地被积雪催眠
又被晨光和春风无数次唤醒
每当阳光濒临，残墙断壁都会打开思念的缺口
那些戍边的将士
早已放下了兵戈铁马的使命
但还是能让每一个靠近关隘的灵魂
触摸到埋藏在壁垒上坚硬的骨头

古都厚重的章节，或许是以晋北八百里烽墩
作为引子和题跋
深深耕耘进黄土和石头的历史
就像一阙阙散佚在土地上的词牌
清风翻阅过，秋雨浸润过
多年之后，又有桃红杏白填补平仄的韵脚
当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登临城墙
一定不会惊疑，那些仰望苍穹的城头
依然存续着刺向天宇的锋芒

被遥远城脊钓起的明月，就像一只放飞的风筝
一端是我们探寻历史的目光，另一端
是泼洒辉光的中华情结
我们的思绪一瞬间烟波浩淼
城墙外匈奴、契丹、鲜卑和突厥的金戈铁马
仿佛又回到了眼前，城头旌旗飞扬
烽火在大地呜咽着，将一个个将士的英魂
砌进了高高的城砖和石头里
时光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
征战的风尘和血色的霞光慢慢收敛
直到清风徐徐，四下静寂
让我们轻轻触摸城墙上英魂的温度
告诉他们，中华民族
已经站在新时代的光影中

晋北长城：铺陈在山川
旷野之间的历史叙述

李润辅（山西）

（本文获“中华魂”长城主题征文大赛小说类二等奖）

（本文获“中华魂”长城主题征文大赛散文类二等奖）

近日，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
学者、长城专家赴河南考察调研，并与
当地的专家座谈，旨在有效提升我市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
和成果转化应用。5 月 6 日，记者就如
何做好大同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方面的历史挖掘研究工作采访了大同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继武。

王继武说，大同是中华文明共同
体的重要起源地，也是北方多民族融
合的核心之地，有着“民族融合之都”
的美誉，为理清中华民族在大同地区
交流融合的历史脉络，探寻出中华民
族共同体形成的轨迹和经验，构建大
同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地标文化研
究体系，由市委统战部牵头组成了市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工 作 领 导
组，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同时为有
型有感有效地做好大同多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历史内涵的挖掘和研究工作，

组成了由大同民族文化研究专家和大
同长城研究学者为阵容的专家组，近
日专家们积极对接高校和相关研究机
构，采取学科整合和多学科、多领域联
合攻关等方式全方位展开工作。

王继武告诉记者，大同的云冈石
窟、北岳恒山和长城以及其他的主要
文化遗产，都是民族融合历史和融合
文化的见证，都是值得深入研究了解
的。为挖掘北魏王朝南迁和长城内外
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生动事例，诠释长
城、云冈石窟等在民族融合中的地位
与作用，此前不久组织了北魏研究和
长城研究等领域的专家赴河南调研考
察，与郑州大学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专家进行了座谈，寻找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方面可供借鉴
的方法，当地专家还为我市研究人员
提供了河南专家研究成果的书目，实
现了资源共享。在河南省博物院、洛

阳博物馆、龙门石窟、洛阳万里茶道博
物馆等地参观考察，寻访与大同文化
历史有交流互鉴的历史文化，旨在准
确把握大同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成的历史缘起、发展脉络、重大事件、
代表人物的关键点，深入了解大同在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和贡献，第一阶段的考察研究目前正
在 梳 理 总 结 ，并 最 终 形 成 研 究 成 果 。
下一步，还将以桑干河、长城、云冈、恒
山等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和文化地标
为主题开展“学术考察+融媒体活动”，
催生一批系统总结大同民族之交的理
论研究成果。

王继武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些极为
重大的民族融合事件都与大同密切关
联，从远古人类的发祥流转，到历代民
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大同这块热土以
全剧本的形式呈现了我国北方地区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大同历

史最辉煌的部分在民族融合，大同地
域文化最核心的特质在于融合文化。
在“天下大同”的古老文化追求中，众
多的民族变纷争为和平、化多元成一
体，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地域文化，
为我们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
智慧和经验，也让我们透过战乱纷争
的面纱，更加深刻地领略到中华民族
先天既有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

“大同”理想、“大同”追求、“大同”智
慧。我们有责任把大同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清楚地
展示出来，把大同历史上形成的开拓
创新、包容融合的地域文化挖掘出来，
也把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梦想
弘扬开来。

下一步通过系统的研究整理，让
独特的大同历史全方位地展示出来，
把深厚的“大同”文化挖掘出来，让“大
同”的形象更显明、声音更响亮。

本 报 讯（记 者 李炯）“ 五 一 ”假
期，迎宾街道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的新路径，以共青团工作为切入
点，推行“党建+团建+文旅”服务模
式，全面改造村社党群服务中心，以
解决游客住宿为抓手，通过微笑服务
汇聚温暖的力量，展现文化大同、文
明大同、微笑大同的无限魅力。

迎宾街道围绕共青团引领凝聚
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

“三项基本职责”，以“青年之家”为纽
带，改造 9 个村社党群服务中心作为
服 务 莘 莘 学 子 旅 游 大 同 的 休 息 地 。
有免费的休息场所、暖心的洗漱住配
套、甘甜的水果礼包、耐心的志愿服
务。累计接待 123 人次，收获 20 余份
感谢信，以实际行动展现迎宾街道的
热情大气、开放包容。

迎宾街道依托现有 16 个村社学
雷锋志愿服务站和“迎宾小哥驿站”
的资源配套，搭建志愿服务平台，组

建由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等人员
构成的党员志愿服务队伍，统一佩戴
党徽、志愿者袖章，通过在车站机场、
交通路口、村社党群服务中心、景区
景点……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车辆
接送、常用药品等无偿服务，亮身份、
践 使 命 ，让 微 笑 迎 宾 服 务 为 文 明 大
同、文化大同、微笑大同添彩。

迎宾街道认真做好迎宾东道主，
严 格 落 实 属 地 管 理 责 任 ，主 动 发 布

《致广大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彰显友
善 待 客 之 礼 。 以 微 笑 服 务 凝 聚“ 党
建+文旅”工作合力，带动辖区爱心企
业共驻共建，以务实举措彰显企业担
当；举全街之力，承八方游客所需，解
住宿紧张难题；聚焦辖区 9 个社区内
21 个酒店，狠抓“五包一”责任制落
实，现场处置涉及酒店服务、游客投
诉等问题，以“首善平城 微笑迎宾”海
棠花般似火的热情保障游客住得舒
心，游得尽兴。

“五一”假日期间，来同游客欣喜
地发现在入同大交通口：大同机场、大
同南站、大同火车站、大同高速南北收
费站口出现了大同市公共服务文旅驿
站，为外地游客提供旅游公共服务咨
询、导游预约、投诉处理、租车约车、宣
传资料发放、旅游预约预订等服务，切
口精准的“小驿站”释放出“大活力”，
引起游客良好反响。

深化文旅融合背景下，大同市文
化和旅游局全面推进文化和旅游公共
服务功能融合示范点建设，本着盘活
本 地 文 旅 资 源 的 原 则 ，以“ 标 准 化 建
设、多功能集成、多维度展示、高品质
服务”为核心，统筹城市公共服务空间
布局，在入同游客汇集的大交通口设
立 5 处“大同市公共文旅服务驿站”，通

过文旅设施功能配套，满足来同游客
的旅游服务需求，加快建设高质量的
公共文旅服务平台。

“我们通过文旅驿站这个平台，连
接全市分散的文旅资源，形成了宣传
全域化、服务普惠化、供给多元化、机
制长效化、运行智慧化的公共服务新
局面。”运营方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负
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统一文旅驿站的
外观形象、设施配套和服务标准，优化
旅游线路，推荐大同新玩法，与各县区
文旅资源互联互通，设置全域旅游智

慧查询机，提供“畅游大同”智慧旅游
平台服务等，让游客享受“一站式、菜
单式”体验。

一个城市的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关
乎着其文旅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名片打
造 。 大 同 市 公 共 服 务 文 旅 驿 站 的 设
立，象征着大同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初具规模，随着该体系进一步完善，将
有效推动大同市全域旅游服务系统的
升级，促进全市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

近年来，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先

后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国家级文化和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机 构 功 能 融 合 试 点 单
位，被中国旅游研究院评价为“全国旅
游集散中心市场化运营的标杆”，探索
出了一条“旅游公共服务+农文旅融
合”的创新发展之路，通过树立行业新
典范，将旅游公共服务大同标准推向
全国。

“五一”期间，平城区直机关党员
先锋队 100 余名队员精神抖擞，迈着
整齐的步伐奔赴服务游客的主阵地，
全天候开展服务，以实际行动展现大
同人民的热情大气、开放包容，展示

平城区直机关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和良好形象，让微笑服务为“文明大
同、文化大同、微笑大同”添彩。

本报记者 李炯 摄

——大同市文旅驿站树立公共服务新典范

“ 小驿站”释放“ 大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