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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新中国 逐梦新时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征文
“黄花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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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谱华章，时序启新运。中华
人民共和国迎来了 75 华诞，泱泱神州，
千里江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耕织出锦绣画卷，处处呈现出生
机勃勃的景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
致。

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北
方锁钥”“雕塑之都”之美誉。无论是
在历史的进程中，还是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抒写出了属于大同的
新篇章。

几载春秋，铭记过往，展望未来，
豪情满怀。山川揽秀，碧空澄澈，田野
丰硕，我来到云州区，感悟山乡巨变。

云中风光美，黄花满地开。在云
州区万亩黄花种植基地，忘忧黄花草
浓郁的香味飘散在田间。一株株艳丽
的小黄花迎风而立，汇聚成一望无际
的 金 色 花 海 ，一 波 一 波 ，随 着 风 浪 起
伏。采摘的花农穿梭在黄绿相间的花
海中，手起手落，一朵朵金黄的花朵跃

入篮中，喜悦的笑脸和娇艳的黄花构
成 了 一 幅 和 谐 的 田 园 丰 收 图 。 据 了
解，目前全区黄花种植面积达 17 万亩
之多，有一个 2 万亩片区、8 个万亩片
区，直接从业人数达 6000 多人。年生
产黄花鲜菜 12 万吨之多，产业链产值
达 20 亿元。黄花小镇跻身山西第二批
省级重点专业镇行列。

采摘、洗选、烘焙、晾晒、精制，采
摘下的黄花，像一条金色的彩带，从田
间 进 入 车 间 ，华 丽 转 身 ，成 为 美 食 精
品。黄花饼、黄花烧麦、黄花啤酒、黄
花黄酒、黄花牛奶、黄花饺子、黄花茶、
黄花饮品……这个曾经餐桌上的小配
角，如今一跃成为“美食之都”的美食

新宠。云州区建设了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有黄花加工及商贸企业 40 多个，
研发了 10 大类 130 多个黄花产品。伴
随 2024 年黄花丰收季的到来，大同举
办了“大同黄花为健康中国加道菜”主
题活动。市民、游客前往种植地采摘，
感受大自然的纯粹与美好，共享黄花
丰收的喜悦。

我来到云州区西坪镇坊城新村，
街 道 宽 阔 整 洁 ，瓦 房 红 顶 白 墙 ，村 中
心 广 场“ 坊 城 新 村 ”四 字 在 阳 光 的 照
耀 下 熠 熠 生 辉 。 新 村 西 十 排 五 号 便
是 白 高 山 的 家 ，庭 院 打 理 得 干 净 整
洁，院里的蔬菜长势喜人。“我们村的
好 事 一 桩 接 一 桩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

通 过 发 展 黄 花 产 业 走 在 乡 村 振 兴 的
路 上 ，村 里 建 起 了 颐 养 之 家 ，老 年 人
的一日三餐、生活起居有人照顾。我
们 打 心 眼 里 感 谢 党 的 好 政 策 ！”村 里
人 欣 喜 地 谈 论 着 。 漫 步 边 塞 的 村 村
寨寨，放眼望去，山还是那座山，河还
是 那 条 河 ，一 切 都 已 换 了 模 样 ，乡 村
靓 起 来 ，铺 就 美 丽 底 色 ，小 村 庄 折 射
出 大 变 化 ，一 个 个 宜 居 宜 业 、文 明 和
谐 、山 清 水 秀 的 美 丽 村 庄 渐 次 呈 现，
成为塞上新景观。

巍巍武周山，悠悠十里河，云冈大
佛，宏伟精美，伟岸巍峨。今天，漫步
石窟景区，精美绝 伦 的 雕 塑 ，艳 丽 多
姿 的 配 饰 ，瑰 伟 绮 丽 的 装 扮 ，每 一 个

洞 窟 都 是 宏 伟 的 艺 术 殿 堂 ，每 一 个
雕 像 都 仿 佛 在 穿 越 时 空 。 置 身 云
冈 石 窟 ，触 摸 云 冈 学 蓬 勃 发 展 的 强
劲 脉 搏 ，体 悟 云 冈 人 守 护 这 一 民 族
艺 术 瑰 宝 的 艰 辛 付 出 和 沉 甸 甸 的
收 获 。 云 冈 石 窟 是 佛 教 自 两 汉 传
入 中 国 后 ，北 魏 政 权 举 国 家 之 力 ，
第 一 次 大 规 模 兴 建 的 皇 家 石 窟 。
历 时 150 多 年 ，东 西 绵 延 约 1 公 里 ，
现 存 主 要 洞 窟 45 个 ，大 小 窟 龛 250
多 个 ，各 类 佛 教 人 物 造 像 59000 余
尊 ，是 多 元 文 化 交 流 交 融 的 典 范 ，
中 原 文 化 、少 数 民 族 文 化 和 外 域 文
化 交 相 辉 映 ，堪 称 公 元 五 世 纪 世 界
石 刻 艺 术 之 王 冠 。 北 魏 地 理 学 家
郦 道 元 在《水 经 注》中 赞 曰 ：凿 石 开
山 ，因 岩 结 构 ，真 容 巨 壮 ，世 法 所
希 ，山 堂 水 殿 ，烟 寺 相 望 。 云 冈 石
窟 所 在 的 云 冈 峪 ，是 连 接 山 西 与 内
蒙 古 的 古 道 驿 站 ，是 北 魏 平 城 时 代
丝 绸 之 路 的 前 端 始 发 站 。 沿 线 保
存 有 不 同 朝 代 的 石 窟 、古 堡 、烽 燧 、

城 垣 、窑 址 、龙 壁 、古 村 落 等 文 化 遗
存 ，有 煤 矿 、铁 路 、渡 槽 等 工 业 旧 遗
址 和 新 建 筑 ，构 成 了 一 条 历 史 文 化
旅 游 带 ，成 为 独 具 特 色 的 历 史 文 化
长 廊 。 今 年 5 月 ，“ 云 冈 经 典 艺 术
与 文 献 展 ”在 山 西 大 学 开 展 。 展 览
的 展 品 中 ，有 云 冈 石 窟 第 20 窟 佛 像
3D 打 印 复 制 品 ，毫 米 级 精 度 三 维
数 据 打 印 制 作 ，融 入 书 法 临 摹 、壁 画
复 制 等 内 容 ，数 字 化 手 段 的 应 用 ，最
大 程 度 还 原 真 实 文 物 信 息 ，让 千 年
石 窟 焕 发 出 新 的 光 彩 ，让 游 客 在 体
验 文 化 遗 产 魅 力 的 同 时 ，赴 约 一 场
跨 越 时 空 的 对 话 。

“ 大 同 ”是 一 个 精 美 的 词 ，“ 大 道
之 行 ，天 下 为 公 ”“ 天 下 大 同 ，大 同
天 下 ”“ 和 而 不 同 ，美 美 与 共 ”是 我
们 的 祖 先 对 理 想 社 会 的 描 述 ，“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理 念 与 之 一 脉 相 承 ，
是 中 国 智 慧 、中 国 理念的升华，我们
因“大同”而感到幸福，我们当为美好
生活而努力奋斗。

展现美丽画卷 感受大同巨变
马丙贵

10 月 16 日，大同市作家协会、大
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在大同煤炭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创作基地揭牌仪式暨高
校文学创作座谈会。大同煤炭职业技
术学院院长臧世忠，大同市文联副主
席、大同市作协主席侯建臣，山西省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大同市评论家协
会主席曾强，中国煤矿文联文学分会
副主席、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文体中心

《煤海文艺》 杂志总编李婷华，以及市
作协和市评协主席团部分成员，煤业
集团文体中心部分成员以及学院师生
代表 100余人参加揭牌仪式。

近年来，大同煤炭职业技术 学 院
高 度 重 视 学 生 美 育 工 作 ， 以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为 引 领 ， 落 实 立 德 树
人根本任务， 坚 持 以 美 育 人 ， 以 文
化 人 ， 不 断 提 升 学 生 的 审 美 和 人
文 素 养 ， 促 进 构 建 德 智 体 美 劳 全
面 培 养 的 教 育 体 系 。 今 年 ， 由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组 织 的 山 西 省 第 七 届
大 学 生 艺 术 展 演 活 动 中 ， 该 院 学
生 作 品 脱 颖 而 出 ， 取 得 一 等 奖 2
项 、 三 等 奖 4 项 的 优 异 成 绩 ， 两 名
教 师 荣 获 优 秀 指 导 教 师 ， 学 院 获
得 “ 山 西 省 第 七 届 大 学 生 艺 术 展
演 活 动 优 秀 组 织 奖 ”。 此 次 与 大 同
市 作 家 协 会 、 大 同 市 文 艺 评 论 家
协会共同设立创作基地，旨在搭建高
校文化与大同地方文化深度交流的平

台，让在校大学生通过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艺活动，进一步增强对大同文化
的关注与热爱。

揭牌仪式上，臧世忠对创作基地
落地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表示欢迎
和感谢，对创作基地丰富校园文化载
体、打造学术和文化高地、涵养师生
文艺情怀、引导学生厚植文化自信和
汲取奋进力量、共建学院书香社会的
美好前景充满期待，希望作家和文艺
评论家通过开展讲座等多种方式加强
互动交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文
艺品位，助力学院再发力、再起步、
再提升。

侯建臣 说 ， 文 学 是 一 种 强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 引 导 着 人 类 趋 光 前 进 。
他 希 望 通 过 创 作 基 地 ， 为 作 家 、 评
论 家 汲 取 更 多 的 素 材 营 养 ， 展 现 更
广 阔 、 更 细 致 的 生 活 百 态 ， 同 时 影

响校园学子，在融入文学中丰富知识
结构与储备。

曾 强 在 发 言 中 勉 励 青 年 学 生 多
读 书 、 读 好 书 ， 不 断 提 升 对 事 物 本
质 的 辨 别 能 力 和 对 文 艺 的 审 美 能
力 。 希 望 通 过 创 作 基 地 ， 搭 建 起 文
艺 评 论 交 流 和 学 术 碰 撞 的 平 台 ， 丰
富校园生活，丰富大同煤炭职业技术

学院校园文化节载体。
仪式结束后，学院领导和市作协

与市评协主席团成员齐聚一堂，共话
大同文学与高校文学美好前景。大家
表示，将通过参与学院文化活动的方
式，让创作基地发挥出应有作用，拓
宽学生的文学和文艺视野，为学院文
化建设添姿增彩。

携携手培育高校校园文学之花
——市作家协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作基地揭牌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通讯员 蒋丛发

前几天翻看相册，有一张老照片
勾起了我的 回 忆 。 那 是 1997 年 的 夏
天 ， 爸 爸 抱 着 刚 刚 四 岁 半 的 我 ， 他
左 膀 挎 着 照 相 机 ， 侧 倚 在 简 陋 的 门
楼 旁 ， 鼻 梁 上 架 着 厚 厚 的 眼 镜 片 ，
双 眼 微 眯 ， 神 情 似 乎 有 点落寞，还
有点忧郁。

照 片 上 的 背 景 是 原 大 同 煤 矿 集
团 书 法 家 钱 世 孝 老 先 生 居 住 在 原 矿
务 局 和 平 街 的 一 处 院 落 门 楼 ， 我 爷
爷 奶 奶 所 住 的 新 建 路 与 这 处 门 楼 相
毗 邻 。 上 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 ， 和 平 街
到 处 都 是 平 房 连 片 。 有 的 人 家 在 矮
矮 的 院 墙 当 中 开 个 口 子 ， 三 根 树 干
一 搭 ， 弄 个 活 动 的 木 栅 栏 就 是 门
了 。 不 甘 心 要 这 种 “ 柴 门 ” 的 ， 就
立 座 门 楼 ， 门 楼 大 多 是 用 土 坯 砌
的 ， 顶 上 还 长 着 谷 草 。 我 爷 爷 奶 奶
是 1971 年 搬 到 新 建 路 平 房 的 。 我 出
生 以 后 ， 幼 儿 时 期 就 是 在 这 里 度 过
的 ， 那 里 承 载 着 我 无 拘 无 束 、 无 忧
无虑的美好时光。

那 时 ， 父 母 工 作 忙 ， 我 整 天 跟
着 奶 奶 。 还 记 得 奶 奶 家 屋 后 有 一 片
空 地 ， 零 星 种 着 几 簇 大 波 花 ， 几 段
深 红 ， 几 段 浅 红 。 夏 天 开 得 好 的 时
候，会招来蝴蝶、蜜蜂……

我 在 奶 奶 家 每 天 早 睡 早 起 ， 跟
着 她 清 淡 饮 食 ， 浇 花 ， 打 扫 居 室 ，
听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的 老 故 事 ， 仿 佛
所有的日子都成了素年锦时。

清 晨 一 睁 开 眼 睛 ， 最 幸 福 的 莫
过 于 蹲 在 奶 奶 家 的 平 房 小 院 里 刷 牙
洗 脸 ， 风 柔 柔 地 轻 抚 着 我 的 脸 庞 ，
花 香 送 来 甜 蜜 清 芬 ， 天 蓝 蓝 的 ， 云
淡 淡 的 。 吃 了 饭 ， 就 和 隔 壁 的 小 姐

姐 一 起 玩 泥 巴 、 掏 鸡 窝 、 捉 迷 藏 ，
那是我学龄前的乐园。

后 来 ， 由 于 房 屋 年 久 失 修 ， 加
上 环 境 恶 化 ， 给 居 民 带 来 诸 多 不
便 。 1997 年 初 ， 当 时 分 管 和 平 街 八
路 新 建 路 区 域 的 原 大 同 矿 务 局 第 一
工 程 处 决 定 将 此 地 平 房 整 片 拆 迁 。
得 知 这 个 消 息 ， 我 们 一 家 喜 忧 参
半 ， 爷 爷 奶 奶 毕 竟 在 这 里 住 了 二 十
多 年 了 ， 这 里 的 一 砖 一 瓦 都 写 满 了
晨 昏 往 事 ， 旧 平 房 虽 简 陋 残 旧 却 温
馨可爱。

一 年 后 ， 爷 爷 奶 奶 住 进 了 新 建
的 福 园 小 区 ， 小 区 内 楼 房 林 立 ， 道

路 平 直 ， 树 木 郁 郁 葱 葱 。 在 这 里 ，
我 度 过 了 快 乐 的 小 学 时 代 、 中 学 时
代 ， 每 天 中 午 放 学 ， 我 几 乎 都 要 来
奶 奶 家 吃 热 乎 乎 、 香 喷 喷 的 饭 菜 ，
听 着 奶 奶 絮 叨 着 “ 环 境 变 好 了 ， 路
也 宽 了 ， 出 门 买 东 西 还 方 便 ……”
可见，奶奶对新建的小区很满意。

再 后 来 ， 大 同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大 同 以 御 河 为 轴 线 ， 西 边
恢 复 古 城 的 历 史 风 貌 ， 东 边 推 动 现
代 化 城 市 发 展 ， 古 今 兼 顾 ， 新 旧 两
利。

2017 年 夏 天 ， 我 回 到 家 乡 大 同
工 作 ， 在 我 眼 里 ， 大 同 已 然 是 一 座

令 人 流 连 忘 返 的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徜
徉 在 古 城 墙 、 四 牌 楼 、 五 龙 巷 、 东
南 邑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 置 身 新 街 景
与 古 院 落 中 ， 恍 惚 重 现 北 魏 京 华 千
年 烟 云 ， 触 摸 历 史 的 温 度 ， 感 味 文
化的魅力。

大 同 住 宅 从 小 户 型 到 大 型 别
墅 ， 能 够 多 元 化 满 足 从 首 次 购 房 到
改善型住房的各种需求，不仅住房环
境日新月异，投资与升值空间也在不
断增长。如今，住房问题已经不再是
难题，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社区物业服
务、商圈、学区等配套设施的齐备，
对社区服务的新要求成为住房更高的
需求。

目 前 ， 我 所 在 的 单 位 就 是 一 片
高 楼 耸 立 的 法 式 风 格 建 筑 的 花 园 台
地 式 住 宅 小 区 ， 以 “ 居 住 人 性 化 、
环 境 生 态 化 、 建 筑 现 代 化、管理智
能化”为设计理念，共有 36 栋楼 68
个单元 3636 户，还配套有幼儿园、小
学。我每天上班穿梭于一幢幢高大的

楼宇之间，感受着物业越来越人性化
的服务，见证着业主的幸福感和满意
度，欣喜于房屋历史沿革带来的时代流
变。

前 段 时 间 ， 我 漫 步 古 城 ， 专 门
参 观 了 善 化 寺 、 华 严 寺 、 法 华 寺 等
古刹，深刻感受到 《诗经·小雅》 中

“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中国古建
之 美 ， 不 禁 暗 暗 震 撼 与 感 动 。 人 类
自 古 以 来 就 有 安 居 乐 业 的 梦 想 ， 追
溯 最 早 的 山 洞 、 石 室 ， 到 茅 草 屋 、
木 构 楼 阁 、 平 房 、 土 窑 ， 再 到 砖 瓦
房 、 钢 筋 混 凝 土 筑 牢 的 高 楼 大 厦 ，
从 “ 安 得 广 厦 千 万 间 ， 大 庇 天 下 寒
士 俱 欢 颜 ” 的 夙 愿 ， 到 “ 陌 上 花
开 ， 可 缓 缓 归 矣 ” 的 宜 家 之 乐 ， 我
们 一 直 行 走 在 建 造 房 屋 、 营 造 暖
居、打造爱巢的路上。

往事如烟，岁月不语，房屋的发
展变迁已是沧海桑田，相信在人类的
努力下，“诗意地栖居”会有更多可
能性，未来可期！

在大同，诗意地栖居
高霞

大同，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灿
烂文化的古老城市，也是我心中永远
的 故 乡 。 在 岁 月 的 长 河 中 ， 它 宛 如
一 颗 璀 璨 的 明 珠 ， 散 发 着 独 特 的 魅
力 。 我 的 父 辈 们 在 这 里 辛 勤 耕 耘 ，
见 证 了 这 座 城 市 的 变 迁 与 发 展 ， 而
如 今 ， 我 也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 感 受 着
大同新发展带来的惊喜与感动。

记 忆 中 的 大 同 ， 是 古 朴 而 宁 静
的 。 古 老 的 城 墙 巍 峨 耸 立 ， 仿 佛 在
诉 说 着 往 昔 的 辉 煌 。 那 时 候 ， 街 道
狭 窄 而 幽 静 ， 青 石 板 路 蜿 蜒 曲 折 ，
带 着 岁 月 的 痕 迹 。 父 辈 们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默 默 劳 作 ， 过 着 简 单 而 充 实 的
生 活 。 他 们 对 大 同 的 热 爱 ， 深 深 地
烙 印 在 我 的 心 中 ， 让 我 从 小 就 对 这
座城市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近 些 年 ， 我 的 家 乡 迎 来 了 新 的
发 展 机 遇 ， 文 旅 产 业 的 蓬 勃 兴 起 ，
让 大 同 这 座 古 老 的 城 市 焕 发 出 新 的
活力。

大 同 的 历 史 文 化 遗 迹 如 同 一 座
座 宝 藏 ， 吸 引 着 无 数 游 客 前 来 探
寻 。 云 冈 石 窟 ， 那 宏 伟 壮 观 的 佛 像
雕 刻 ， 精 湛 的 艺 术 造 诣 ， 让 人 叹 为
观 止 。 站 在 石 窟 前 ， 仿 佛 能 听 到 历
史 的 回 声 ， 感 受 到 古 代 工 匠 们 的 智
慧 和 创 造 力 。 每 一 尊 佛 像 都 有 着 独
特 的 表 情 和 姿 态 ， 诉 说 着 不 同 的 故

事 。 它 们 不 仅 仅 是 艺 术 的 瑰 宝 ， 更
是大同历史文化的象征。

华 严 寺 ， 那 庄 严 肃 穆 的 建 筑 风
格 ， 精 美 的 壁 画 和 雕 塑 ， 让 人 感 受
到 佛 教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 走 进 华 严
寺 ， 内 心 顿 时 变 得 宁 静 而 平 和 。 古
老 的 建 筑 与 现 代 的 游 客 交 织 在 一
起，形成了一幅独特的画面。

除 了 这 些 著 名 的 景 点 ， 我 们 当
地 人 在 周 末 的 闲 暇 时 光 里 ， 常 去 的
还 有 许 多 乡 间 的 古 村 落 。 那 些 保 存
完 好 的 古 村 落 ， 宛 如 世 外 桃 源 ， 让
人 感 受 到 淳 朴 的 民 风 和 浓 厚 的 历 史
氛 围 。 古 老 的 民 居 、 石 板 路 、 古 井
都 散 发 着 岁 月 的 气 息 。 在 这 里 ， 你
可 以 体 验 到 传 统 的 民 俗 文 化 ， 如 剪
纸 、 面 塑 等 ； 可 以 品 尝 到 地 道 的 乡
间 美 食 ， 山 核 桃 、 烧 土 豆 等 不 一 而
足 ； 更 可 以 感 受 当 地 人 民 的 热 情 、
勤劳和智慧。

文 旅 产 业 的 发 展 ， 不 仅 带 动 了
经 济 的 增 长 ， 也 提 升 了 大 同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开 始 关
注 大 同 ， 来 到 大 同 旅 游 。 这 也 让 我
们 这 些 大 同 人 感 到 无 比 自 豪 。 我 们
看 到 了 家 乡 的 变 化 ， 看 到 了 大 同 的
未来充满希望。

黄 花 产 业 ， 是 大 同 的 另 一 张 亮
丽 名 片 。 黄 花 ， 是 大 同 市 的 市 花 。
大 同 黄 花 种 植 历 史 悠 久 ， 如 今 ， 小
黄 花 发 展 成 了 大 产 业 ， 成 为 乡 亲 的

“致富花”。
在 我 的 记 忆 中 ， 黄 花 是 一 种 美

丽而普通的“花”。小时候，我们常
常 在 田 野 里 看 到 黄 花 盛 开 的 景 象 ，
那 一 片 片 金 黄 的 花 海 ， 让 人 陶 醉 其
中 。 当 时 ， 我 们 谁 都 没 有 想 到 ， 这
些 小 小 的 黄 花 ， 现 在 竟 然 能 够 成 为
带动家乡发展的重要产业。

如 今 ， 大 同 的 黄 花 产 业 已 经 形
成 了 规 模 。 从 种 植 、 加 工 到 销 售 ，
形 成 了 一 条 完 整 的 产 业 链 。 黄 花 不
仅 在 国 内 市 场 上 受 到 欢 迎 ， 还 远 销
海 外 。 黄 花 的 种 植 ， 让 乡 亲 们 的 生

活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他 们 的
收 入 增 加 了 ，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了 ， 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黄 花 产 业 的 发 展 ， 也 带 动 了 相
关 产 业 的 发 展 。 拿 旅 游 业 来 说 ， 许
多 游 客 来 到 大 同 ， 不 仅 是 为 了 游 览
历 史 文 化 遗 迹 ， 还 为 了 参 观 黄 花 种
植 基 地 ， 了 解 黄 花 的 种 植 和 加 工 过
程 ， 这 为 大 同 旅 游 业 的 多 样 化 带 来
了新的机遇。

在 大 同 的 发 展 中 ， 我 看 到 了 父
辈 们 的 努 力 和 付 出 。 他 们 用 自 己 的
双 手 ， 创 造 了 美 好 的 生 活 。 他 们 见
证 了 大 同 的 变 迁 ， 也 为 大 同 的 发 展
贡 献 了 自 己 的 力 量 。 而 我 ， 作 为 新
一 代 的 大 同 人 ， 也 应 该 肩 负 起 自 己
的 责 任 ， 为 大 同 的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一份力量。

现 在 ， 大 同 的 生 态 环 境 也 在 不
断 改 善 。 曾 经 的 大 同 ， 因 为 煤 炭 产
业 的 发 展 ， 环 境 一 度 受 到 影 响 。 但
是 ， 随 着 转 型 发 展 ， 大 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不 断 加 强 。 如 今 ， 大 同 的 天 空
更 加 湛 蓝 ， 空 气 更 加 清 新 ， 河 流 更
加 清 澈 。 城 市 里 的 公 园 越 来 越 多 ，
绿 化 越 来 越 好 。 人 们 可 以 在 公 园 里
散 步 、 锻 炼 ， 享 受 大 自 然 的 美 好 。

作 为 大 同 人 ， 我 为 家 乡 的 发 展
感 到 骄 傲 和 自 豪 。 我 相 信 ，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 在 全 市 人 民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 大 同 一 定 会 书 写 出 更 加 辉 煌的
篇章。

大 同 ， 这 座 古 老 而 又 现 代 的 城
市 ， 将 永 远 是 我 心 中 的 家 园 。 我 愿
意 用 我 的 笔 ， 记 录 下 它 的 美 丽 与 变
迁 ； 我 愿 意 用 我 的 行 动 ， 为 它 的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 让 我 们 一 起 携
手 共 进 ， 共 同 创 造 大 同 更 加 美 好 的
未来。

顺着栈道
便可走进唐家堡
抵达黄花烂漫的深处
那种比阳光还灿烂的金黄
醉了清风
醉了村庄
醉了每一双目不暇接的眼神

火山群在侧耳聆听
昊天寺在侧耳聆听
聆听划过杨树林的秋风
一次次讲述着
从黎明的柳筐里
溢出唐家堡收获的的欢声
溢出加工厂欢快的笑语
溢出农家乐独特的风情
其实，在云州
唐家堡仅仅是一株
正在绽放的萱草
与其他村庄一样
凡有炊烟的地方
就有忘忧的情感
将日子酿造得甜甜蜜蜜

古城新韵绽芳华
许海龙

走进唐家堡
左世海

《天山情》（国画） 王小平 作

图为座谈会现场图为座谈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