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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 是 一 种 生 活 方 式 。 在 大
同 ， 阅 读 的 风 景 无 处 不 在 ： 书 城 里
满 是 席 地 而 坐 阅 读 的 人 群 ； 每 天 早
上 依 然 有 众 多 喜 欢 阅 读 的 市 民 等 候
在 图 书 馆 门 口 ； 周 末 ， 在 古 城 内 东
南邑，“电影+读书沙龙”散发着历
史 文 化 街 区 的 文 艺 气 息 ；“ 一 苇 书
坊 ” 里 的 读 者 流 连 忘 返 。 市 民 因 读
书 而 身 心 亮 丽 ， 城 市 因 书 香 而 充 满
诗意。

阅读，是大同这座城市重要的文
化标识与精神符号。大同自古书香氤
氲，而今，阅读活动不断创新，文化
盛事日新月异。今日之大同，书香浸
润整座古城。

每天，在市图书馆，各个馆区都
弥漫着浓浓的读书氛围。经典诵读活
动 中 ， 读 者 们 用 饱 满 的 激 情 诵 读 着
经 典 文 学 作 品 ， 传 递 着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热 爱 ； 亲 子 阅 读 区 ， 家 长 们 带 着
孩 子 一 起 挑 选 图 书 ， 共 同 度 过 温 馨
的 亲 子 时 光 ； 主 题 展 览 则 通 过 精 美
的 图 片 和 文 字 ， 向 市 民 和 游 客 展 示
了 大 同 文 化 的 魅 力 。 市 图 书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从 正 月 到 现 在 ， 每 日 入
馆的人数达到 1500 余人次，与去年
同 期 相 比 略 有 增 长 ， 市 民 读 书 的 愿
望 日 益 高 涨 。 尤 其 是 今 年 ， 办 理 阅
读证的市民突破上万张。

平 城 区 图 书 馆 通 过 建 立 长 效 学
习 制 度 ， 健 全 内 部 管 理 机 制 ， 不
断 提 升 管 理 水 平 ， 从 服 务 设 施 、
服 务 细 节 等 方 面 为 读 者 提 供 周
到 、 体 贴 的 服 务 ， 并 组 织 开 展 了
各 类 专 题 咨 询 服 务 以 及 丰 富 多 彩
的 读 者 活 动 等 ， 通 过 线 上 测 评 ，
读 者 满 意 率 达 到 99.24%。 此 外 ， 该
馆 还 扎 实 推 进 共 享 工 程 建 设 ， 充
分 提 高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 目 前 ， 平
城 区 图 书 馆 已 与 34 家 企 事 业 单
位 、 街 道 、 社 区 签 订 了 总 分 馆 协
议 ， 全 部 加 入 大 同 市 图 书 馆 联 机
编 目 系 统 及 数 字 资 源 共 享 体 系 ，
实 现 了 通 借 通 还 。 为 了 加 强 基 层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 丰 富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 该 馆 还 启 动 了 新 媒 体 服 务 小
鱼 云 视 讯 互 动 文 化 辅 导 平 台 ， 通
过 远 程 知 识 讲 座 、 业 务 辅 导 培

训 、 业 务 交 流 等 ， 让 基 层 群 众 享
受 到 优 质 资 源 和 基 本 服 务 。

日 前 ， 在 平 城 区 图 书 馆 ， 一 些
市 民 坐 在 窗 边 ，享受着阳光下和书
本 相 处 的 时 刻 。 一 位 八 旬 老 人 面 前
摆 放 了 不 少 报 纸 ， 戴 着 老 花 眼 镜 专
注 地 阅 读 。“ 现 在 的 图 书 馆 书 目 种
类 丰 富 ， 拿 取 更 是 方 便 。 我 每 次 只
需 在 电 子 屏 幕 上 输 入 自 己 想 读 的 书
籍 ， 没 一 会 儿 它 就 会 进 入 自 动 借 书
柜 ， 根 本 不 用 自 己 费 力 去 找 。” 老
人说。

“ 上 午 在 书 店 为 大 同 市 民 和 外
地 游 客 做 了 ‘ 平 城 电 影 沙 龙 ‘， 下
午 又 搞 了 读 书 分 享 活 动 。 看 到 那 么
多 爱 书 人 士 ， 我 一 点 儿 也 不 觉 得
累 。” 一 苇 书 坊 主 理 人 阿 俊 对 记 者
说 。 阿 俊 是 陕 西 人 ， 大 学 毕 业 后 自
己 创 业 在 成 都 开 了 一 苇 书 坊 ， 路 虽
艰 难 ， 但 他 一 直 在 坚 守 。 自 从 去 年
书 坊 入 驻 古 城 东 南 邑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后 ， 阿 俊 感 到 了 大 同 人 对 书 的 热
爱 ， 每 次 活 动 总 有 许 多 人 积 极 参
与 。 近 日 ， 他 策 划 的 几 次 “ 平 城 电

影沙龙”，受到不少年轻人的追捧。
阿 俊 为 观 众 选 择 的 电 影 皆 是 与 书 有
关 的 文 艺 类 电 影 。 观 影 结 束 ， 观 众
围 坐 在 一 起 ， 就 电 影 中 的 精 彩 片
断 、 书 中 的 相 关 内 容 展 开 讨 论 ， 使
人 获 益 匪 浅 。 今 年 ， 阿 俊 继 续 邀 请
国 内 知 名 畅 销 书 作 家 来 同 ， 分 享 他
们 的 创 作 体 会 ， 让 更 多 的 作 家 走 进
大同、了解大同。

为 让 书 香 “ 全 域 播 洒 ”， 我 市
文 旅 部 门 还 建 设 了 以 各 级 图 书 馆
为 骨 干 、 以 乡 村 农 家 书 屋 为 延 伸 、
以 职 工 读 书 站 为 补 充 的 全 覆 盖 、 多
层 次 的 阅 读 设 施 。“ 让 全 民 阅 读 氛
围 更 具 温 度 、 更 有 质 感 ， 大 同 文 化
符 号 更 加 亮 眼 ， 文 化 和 城 市 、 生 活
融 合 得 更 加 深 入 。”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公 共 服 务 科 科 长 李 波 说 。 在 李 波
看 来 ， 城 市 数 字 化 服 务 、 智 慧 图 书
馆 跨 界 融 合 ， 是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的 创
新 之 举 。 做 好 “ 阅 读 + 艺 术 ”“ 阅
读 + 科 技 ”“ 阅 读 + 旅 游 ” 等 题 目 ，
让 更 多 读 者 随 时 随 地 享 受 阅读的美
好。

本报讯 （记者 李炯） 3 月 8 日 ，
浑 源 县 举 办 纪 念 “ 三 八 ” 国 际 妇
女 节 女 性 专 场 招 聘 会 暨 普 法 宣 传
活 动 ， 以 务 实 行 动 帮 助 妇 女 寻 找
就 业 机 会 ， 积 极 引 导 妇 女 自 觉 学
法 、 知 法 、 懂 法 、 用 法 ， 切 实 提
升 妇 女 群 众 的 法 治 意 识 和 维 权 意
识 。

招 聘 会 现 场 气 氛 热 烈 ，女性求
职 者 络 绎 不 绝 ， 大 家 纷 纷 围 在 展 位
前 ， 仔 细 阅 读 招 聘 要 求 ， 认 真 向 现
场 工 作 人 员 咨 询 。“ 我 之 前 在 外 地
打 工 ， 现 在 孩 子 要 上 小 学 ， 不 得 不
返 乡 照 顾 ， 这 次 女 性 专 场 招 聘 会 为
我 提 供 了 在 家 就 业 的 好 机 会 ， 真 是

非 常 感 谢 政 府 的 帮 助 。” 一 位 求 职
者说。

据 了 解 ， 本 次 招 聘 会 参 会 企 业
42 余 家 ， 涉 及 食 品 、 电 子 、 服 装 等
多 个 行 业 ， 涵 盖 领 域 多 、 选 择 范 围
广 ， 共 计 提 供 500 个 岗 位 供 女 性 求
职 者 选 用 ， 现 场 初 步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80 余人。

活 动 现 场 ， 浑 源 县 妇 联 工 作 人
员 还 通 过 张 贴 横 幅 、 发 放 宣 传 资
料 、 设 立 维 权 咨 询 服 务 台 等 方 式 ，
向 过 往 群 众 宣 传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 鼓
励 广 大 妇 女 运 用 法 律 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做新时代“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新女性。

明 代 ，“ 土 木 堡 之 变 ”和“ 隆 庆 和
议”是两大标志性历史事件。“土木堡
之变”发生后，明廷对蒙古由军事进攻
转为军事防御；“隆庆和议”则是明蒙
关系由对峙到合作的转折点，从此开
启了明蒙之间长达 70年的通贡互市。

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突显出
大 同 镇 在 抵 挡 北 方“ 边 患 ”的 重 要 地
位，因此，大同城也随之进一步扩建，
兴建了三关，即北、东、南三座小城，像

“ 卫 星 城 ”一 样 环 列 在 大 同 镇 城 的 三
面。又因为“镇城孤峙，旁无辅卫”，所
以又于天顺年间，分别在城东和城西
修筑了聚乐、高山二城，形成对大同城
的两大拱卫犄角之势。大同镇城因此
配套成龙，两翼凌然，俨然一位将军有
左右两位护卫，更加壁垒森严，固若金
汤。

聚乐、高山二城历史上有许多相
似之处，聚乐城位于大同城东 30 公里
处，北依采凉山脉，南面平原沃野，地
理位置优越，水源充沛，是大同镇重要
的产粮区，现属云州区。云州区远在
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聚居，系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区。聚乐村之名盖
由此而来，可见其历史之久远。

7000 多年前，古人类在高山落脚
繁衍生息，留下高山镇新石器文化遗
址；1500 多年前，鲜卑骄子从这里进入
平城，战马嘶鸣剑指中原，留下塞外名

刹焦山石窟寺；1000 多年前，大辽契丹
在这里构筑西京，开疆拓土再造繁荣，
留下高山行宫宫墙遗迹；大明王朝捍
卫边疆，在这里建大同西翼卫城，留下

“高山城”；明清时期，晋商从这里西
去，驼铃声声、马队悠悠，留下无数温
暖人心的相助情怀和传奇故事。

聚乐、高山二城离大同城 30 公里
左右，两城都在通衢大道之上，历史上
都 曾 是 驿 站 。 史 载 ，天 顺 三 年（1459
年）聚乐堡设驿站。而在未筑堡以前，
高山就已经是兵站和接待蒙古使臣的
站点了。《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元年

（1457）四月，“大同总兵官右都督李文
奏：‘孛来使臣五百余人还至高山站，
杀伤护送官军百人，执都督马政子鉴
捶之，尽掠其马匹兵甲而去，鉴同指挥
哈铭等逃还。’”孛来为蒙古一部，使臣
五百余人，在进贡完毕回来的路上住
高山站，因嫌招待不周，杀伤护送官军
百余人，并将都督马政之子马鉴抓获
拷 打 ，还 抢 了 站 内 的 马 匹 、兵 甲 而 逃
走。

公元 1571 年“隆庆和议”之后，明
朝统治者对蒙古部族采取安抚政策，
延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将长城边关
箭 楼 、关 城 等 军 事 设 施 改 为 边 境 口
岸 ，设 立 马 市 ，高 山 城 西 面 不 远 处 的
宁 鲁 口 马 市 便 为 其 中 之 一 。 明 末 清
初，尤其是随着 1636 年蒙古鞑靼族部
落 消 亡 ，大 同 地 区 长 城 边 关 争 战 日
少 ，商 业 大 潮 随 之 兴 起 。 此 后 ，在 清
朝 统 治 的 270 余 年 间 ，聚 乐 、高 山 卫
城驿站功能仍在，但作为万里茶道上
重 要 节 点 的 商 埠 地 位 却 更 为 凸 显 。
往 来 于 蒙 古 各 地 和 北 京 之 间 的 外 交
使 团 和 茶 马 商 队 ，沿 着 驿 站 日 夜 穿
梭 。 这 些 驿 站 ，由 西 向 东 数 ，分 别 是
杀 虎 口 、右 卫 、左 卫 、高 山 、大 同 、聚
乐、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宣府、鸡
鸣、土木、榆林、居庸、昌平。当时，聚
乐 、高 山 和 其 他 驿 站 一 样 ，街 面 店 铺
林 立 ，市 面 繁 荣 ，熙 来 攘 往 ，商 旅 辐
辏。

作为明代大同镇城的卫城，聚乐
城与高山城分工有所不同，东卫聚落

乃 屯 粮 城 ，外 以 防 守 敌 人 ，内 以 看 守
粮 库 。 西 卫 高 山 乃 屯 兵 城 。 聚 乐 城
是 明 朝 大 同 镇 最 为 牢 固 和 便 捷 的 后
勤 军 需 之 城 ，直 到 现 在 ，聚 乐 乡 依 然
是云州区的重要粮食产区。

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十三年（1500
年），聚 乐 加 以 扩 建 ，明 隆 庆 六 年

（1572 年）砖包。该堡呈正方形，设东
西两门，东为镇安门，西为怀远门，敌
楼垛台一应俱全。堡周长三里三分，
高 三 丈 一 尺 ，内 驻 守 备 等 官 ，另 有 官
军千余人，管 9 座火路墩。从大同城
到 聚 乐 堡 之 间 ，每 隔 十 里 路 还 有 军
铺，今天的“十里铺”“二十里铺”“三
十里铺”“四十里铺”等村庄地名仍然
存 在 ，在 四 十 里 铺 还 有 小 型 堡 垒 ，起
着通信联络的作用。

聚 乐 城 并 非 四 边 形 ，而 是 一 个
“曰”字型。弘治十三年（1490 年）扩
建 北 半 城 ，辟 为 仓 场 ，存 储 粮 草 ，以
供 给 周 边 各 堡 驻 军 甚 至 大 同 府 驻 军
之 需 。 如 今 ，登 上 堡 墙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堡 子 北 部 有 两 道 城 墙 的 奇 特 现

象 。 作 为 官 堡 ，聚 乐 堡 内 曾 经 建 有
大 小 寺 庙 30 多 座 ，老 爷 庙 、财 神 庙 、
奶 奶 庙 、火 神 庙 、五 道 庙 以 及 佛 教
寺 庙 、道 教 宫 观 一 应 俱 全 ，如 今 城
隍 庙 已 在 原 址 上 修 复 ，对 面 的 古 戏
台 也 做 了 修 缮 ，但 是 东 西 城 楼 已 荡
然 无 存 ，堡 砖 也 都 变 成 了 民 居 的 院
墙 ，令人叹惋。

高 山 城 有 两 座 ，位 于 西 侧 的 是
旧 高 山 ，洪 武 二 十 六 年（1393 年）在
这 里 设 置 高 山 卫 ，规 模 接 近 于 平 遥
古 城 ，在 大 同 各 座 卫 城 中 仅 次 于 左
卫 。 这 样 一 座 卫 城 ，不 足 十 年 便 遭
废 弃 。 新 高 山 城 最 早 筑 于 明 天 顺 年
间。明正德《大同府志》记载：“高山
堡 ，在 府 城 西 六 十 里 ，天 顺 二 年

（1458）建 筑 。 周 围 三 里 十 步 ，高 二
丈一尺，门二。设站马戍兵。”《宣大
山 西 三 镇 图 说》记 载 ：“ 本 城 …… 嘉
靖 十 四 年 改 建 今 城 ，万 历 十 年 包
砖 。 周 四 里 三 分 ，高 连 女 墙 四 丈 二
尺。”此后，高山堡被称作高山城，并
在 此 增 设 高 山 守 御 千 户 所 ，使 得 高
山 城 的 军 事 防 御 地 位 得 以 大 大 提
升。

聚 乐 、高 山 作 为 老 城 古 堡 ，历 史
上 留 下 许 多 故 事 。 清 朝 光 绪 二 十 六
年 (1900 年), 八 国 联 军 攻 入 北 京 ，慈
禧 携 光 绪 帝 仓 惶 西 逃 ，8 月 27 日 ，到
了 天 镇 县 后 驻 跸 县 内 慈 云 寺 。 第 二

天 ，慈 禧 一 行 继 续 西 行 至 聚 乐 城 ，太
后 和 皇 帝 驾 临 ，城 内 官 府 简 陋 ，参 将
府 狭 小 ，地 方 官 员 只 得 安 排 慈 禧 与
光 绪 帝 住 于 一 王 姓 大 户 人 家 。 这 是
一 处 四 合 院 ，坐 落 在 堡 内 最 繁 华 的
东 大 街 ，坐 北 朝 南 ，房 子 残 留 的 东 码
头 上 有 非 常 精 美 的 砖 雕 ，原 先 院 内
正 对 着 大 门 建 有 一 座 砖 雕 照 壁 ，院
内 三 间 正 房 ，大 门 正 对 的 堂 屋 东 侧
就 是 慈 禧 太 后 曾 经 下 榻 的 卧 室 ，屋
内 仍 然 是 百 多 年 前 的 方 砖 地 。 据
说 ，慈 禧 太 后 走 时 留 下 了 一 些 餐 具 、
经幢、铜香炉、铜灯、铜镜子等，后来
均 毁 于“ 文 革 ”，现 仅 存 两 块 木 雕 匾
额 ，上 刻“ 桂 秀 荣 芬 徵 积 原 ，锦 堂 旭
日辉金凤”。

高 山 也 与 皇 家 贵 胄 有 着 说 不 清
的 故 事 。 高 山 堡 西 的 焦 山 寺 ，不 仅
是《魏书·释老志》中所称的尼寺，还
曾经做过辽代的行宫。《辽史》记载：

“ 八 月 ，如 西 京 。 九 月 庚 子 ，幸 云
州 。 甲 辰 ，猎 于 祥 古 山 ，帝 不 豫 。 壬
子，次焦山，崩于行在。”辽景宗在祥
古 山 狩 猎 ，因 身 体 不 适 而 住 到 焦 山
行 宫 ，并 驾 崩 于 焦 山 行 宫 。 大 同 曾
是 辽之西京，城内尚有萧太后当年的
梳妆台，“凤台晓月”还是明清“大同八
景”之一，而焦山作为行宫，自然也有
萧太后逡巡驻跸的身影，也少不了她
与韩德让的风流韵事。

聚 乐 城 与 高 山 城
冯桢

隆 冬 时 节 的 左 云 大 地 ， 天 寒 地
冻 ， 寒 风 刺 骨 ， 滴 水 成 冰 。 大 雪 时
节，几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把塞北小
城 装 扮 得 银 装 素 裹 ， 分 外 妖 娆 。 那
天，气温骤降，我们冒着零下二十多
度的严寒，行车十公里，要对左云县
三屯乡黄家村绣娘坊进行采访。虽然
天气冷到极点，但是大家内心温暖如

春，充满喜悦。
北方村庄的农民，冬日农事活动

早已结束，他们不需要外出打工，在
自己的家门口就有活干，实现了稳定就
业。“谁说女子不如男……”家庭妇女
一点也不比男人们差，坐在“夜校培训
班”里学技能、学手艺，为了崭新的生
活拼搏奋斗。这是如今左云县农村的美

丽风景。以前常有猫冬习惯的农民，不
甘心平庸落后，学科技，搞副业，一门
心思谋发展。在这个严冬积蓄能量，待
到春暖花开，播种希望……

这 不 ， 黄 家 村 妇 女 们 在 “ 领 头
雁”——黄家村党支部书记高芳的带
领下，办起了农民绣娘学校，开阔了
视野，学到了致富的手艺。几十名绣
娘，飞针走线，干得热火朝天。她们
绣出的文创手工产品，精致美观，名
气越来越大。她们找到了一条“冬天
有活干，农闲赚大钱”的好门路。

大家行驶在通往“长城一号”的
旅游公路上，无暇顾及雪后长城古堡
的风景，饶有兴致地谈论着黄家村的
话题。不一会儿，一座整齐漂亮的房
舍映入眼帘，黄家村到了。左云融媒
体 记 者 小 王 立 即 跳 下 车 ， 肩 扛 摄 像

机，开始了工作，生怕遗漏半点精彩
的内容。走进村里，远远望去，高芳
已经带领绣娘姐妹们站在门口，欢迎
大家的到来。

据了解，高芳在黄家村执掌“帅
印”已经两年了，早已和勤劳朴实的
村民融为一体，村民的大事小情，常
常挂记在心。在她的带领下，村里先
后办起了防尘网加工厂、绣娘坊。

大家走进操作间，绣娘为我们展
示了绝活。只见她们手拿银针，飞针
走线，勾、挑、缝等各种技法，看得
我 们 眼 花 缭 乱 、 不 敢 眨 眼 。 不 一 会
儿，一件精美的绣品在她们灵巧的手
上 诞 生 。 20 多 名 绣 娘 都 有 精 湛 的 手
艺，展品橱柜上，琳琅满目的手工艺
品 整 齐 地 陈 列 在 柜 子 上 ， 布 艺 、 刺
绣，精美绝伦，让人爱不释手。绣坊

的 名 气 越 来 越 大 ， 已 经 传 到 了 县 城
里。“这个活儿不赖，不耽误家务，不
影响干农活，抽空在家就能做，方便
自由，为我们居家妇女找到了一条致
富好门路。”绣娘小王笑盈盈地对记者
说。

黄家村紧靠省级风景名胜区摩天
岭，“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穿村而过，
前来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在
云南大理召开的“2023中国体育文化愽
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愽览会”上，大同

“长城一号”公路户外运动线路被评为
“2023中国体育旅游精品线路”。高芳抓
住这一契机，发展乡村旅游，借助多种
方式宣传绣坊的手工产品。在长城小镇
文创产品商店、乡村电商、景区景点等
打开了销路，利用抖音、小红书扩大影
响力。“如今，我们村主打文创手工产

品牌，力争让我们的产品走出山西、走
向全国。”高芳信心满满地说。

厂房里机器轰鸣、绣坊里飞针走
线，男人在防尘网厂上班，女人在绣娘
坊挣钱。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这就
是黄家村新面貌。到目前为止，绣娘坊
的产品已达十大类，涉及香包、挂件、
摆件、装饰品等三十多个花色品种。

今年，在刚刚结束的大同市纪念
“三八”国际妇女节 114 周年颁奖大会
上，绣娘坊被大同市妇联推荐为山西
省“巾帼文明岗”。高芳说，勤劳朴实
的左云儿女在广阔的乡间沃土上，大
显身手、大展宏图，打造出具有本土
特色的手工新产品。如今，黄家村乡
风文明、美丽富强、活力四射。在充
满希望的田野上，绣娘坊手工艺人将
继续绣出美丽新画卷。

乡村绣娘“绣”出美丽新画卷
本报记者 肖风

全 民 阅 读 点 亮 古 城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春风送暖 “位”来可期

浑源县500岗位助力女性就业

图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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