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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城，却拥
有令人惊讶的 10 座火车站。这些火车站
不仅见证了太谷地区交通网络的快速发
展，也承载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变迁和时
代风云。

太谷火车站是太谷最早建立的火车站
之一，它建于 1934 年，位于南同蒲铁路线
上。这座火车站不仅是太谷与外界联系的
重要门户，也是太谷交通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如今，太谷火车站依然承担着客运和
货运的双重任务，为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
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

太谷东站是郑太高铁线上的一个重
要站点，它于 2020 年 12 月 12 日正式投入
运营。这座现代化的火车站位于胡村镇
朝阳村，距离太谷城区中心文化广场约 9
公里。太谷东站的建成通车，极大提升了
太谷的交通区位优势，使得太谷能够更加
便捷地融入全国高铁网络。通过太谷东

站，旅客可以南下郑州、武汉、南京等城
市，享受高速便捷的铁路出行体验。

太谷西站则是大西高铁线上的一个
中间站，它于 2014 年 7 月 1 日正式运营。
这座火车站位于水秀乡南六门村，距离
太谷城区中心文化广场约 6 公里。太谷
西站的建成，进一步丰富了太谷的铁路
交通网络，使得太谷能够更好地与西安、
兰州、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实现互联互

通。同时，太谷西站作为山西省第八大
高铁火车站和大西客专沿线第十大车
站，其建设规模和设施水平都达到了较
高水平。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太谷这个只有32
万人口的小城，除了上述3座主要火车站外，
境内还拥有郝村站、北田受站、红崖站、佛峪
站、牛晶坪站、沿寨站和路家庄站 7座火车
站。这些火车站均位于太焦铁路上，是晋煤
外运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太焦铁路穿行于
太行山支脉八赋岭之间，沿山修建，因此在太
谷境内设置了多个站点以满足运输需求。这
些火车站虽然规模较小，但在当地经济发展
和交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太焦铁路山西段从1970年6月举行开
工仪式，到1975年9月接轨通车，再到1979
年 1月正式运营，一干就是 5年、10年。由
于太焦铁路当年属于保密性质，所以工程
以3202作为代号。

据了解，当时修
筑太焦线 3202，前后共
有 9万余人参与，号称“十
万大军战太焦”。有关资
料显示，共有民兵 8.44 万人，八大矿矿工
3500 人，铁三局技术人员 1100 人，铁道兵
200 人。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条铁路
并没有完全采用隧道技术，铁路蜿蜒曲折
盘山而上，在太谷境内竟建起郝村、北田
受、红崖、佛峪、牛晶坪、沿寨、路家庄站 7
座车站。

太谷拥有 10座火车站的背后，是太谷
人民对我国交通事业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奋
斗。这些火车站的建设和运营不仅改善了
当地居民的出行条件，也促进了太谷的经
济社会发展。同时，这些火车站还见证了
太谷的历史变迁和时代风云，成为了太谷
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

（闫晓媛 孙泰雁）

渠家大院位于祁县东大街 33
号、38 号，包括住宅及长裕川茶庄
旧址两部分，是清代著名的商业金
融资本家渠源浈及后人的宅院和茶
庄总号。

在中国商业史上，晋商享有盛
誉，而渠家大院是揭示晋商崛起奥
秘的珍贵见证，是晋商代表之一。
几乎所有祁县城东的土地都属于渠
家，因此被誉为“渠半城”。

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民国十四年（1925 年）建成现在规
模，包括渠家住宅、渠家长裕川茶庄
旧址。

渠家住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约 6000 平方米，由 8 个大院，内套
19个小院组成，外观宛如一座严密
防卫的城堡，气势雄伟。大院为五
进式穿堂院落，南边还设有一座宏
伟的戏台，这种在大院内修建戏台
的格局在山西的大院中独一无二。

主要院落有北院、统楼院、石雕
栏杆院、戏台院、五进式穿堂院、书
房院、牌楼院、轿车院，共有 240 间
房屋。院落之间有牌楼、过厅相隔，
形成院套院、门连门的格局。其中
石雕栏杆院、五进式穿堂院、牌楼

院、戏台院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堪
称渠家大院的四大特色建筑。院内
建筑屋顶多样，有悬山顶、硬山顶、
卷棚顶，均为砖木结构。大院外墙
高耸如堡，上筑垛口，院内保存有精
美华丽的砖雕、木雕构件。

长裕川茶庄旧址位于祁县县城
段家巷 38 号，曾作为总号，统领全
国 36 家分号，为晋商中开设时间
长、规模大的茶庄之一。始建于清
乾隆、嘉庆年间。

旧址坐东朝西，占地面积约
2300平方米，由 4个大院共 92间房
屋组成。内设掌柜院、账房院、育才
院、厨房院。院落四周建有带垛口
的高中堡墙。堡墙西壁正中辟拱形

院门，宽 4 米，高 6 米，上端筑有阁
楼。门内一条砖砌甬道贯通南北 4
个院落，甬道尽头是一座二层前出
廊阁楼，甬道南侧院落为育才院、厨
房院，北侧院落为掌柜院、账房院。

2006年，渠家大院被公布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渠家大院砖雕种类丰富，几乎
无砖不雕，分布于各式建筑的门头、
栏杆、柱头、照壁、脊饰、墀头、瓦当、
鸱尾等位置。其砖雕是晋中人文特
征的集中反映，也是晋商审美取向
与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

渠家大院保存了大量民俗、历
史、艺术的信息，走进其中，仿佛穿
越时空，与渠家共同体验辉煌与沧
桑，深入了解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对山西乃至整个国
家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感受晋商
家族的商业智慧、家族传承和人文
关怀。

（晋中市博物馆提供）

渠家大院 晋商荣耀的见证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
日，丰富多彩的“夜经济”点亮城
市夜晚。在昔阳县沉浸式体验街
区，以音乐为媒，以美食为介，游
客纷至沓来，一起演绎着月光下
的精彩。

在“那年昔阳”大舞台，由半成
年乐队带来的致敬经典粉丝演唱
会精彩唱响。《海阔天空》《真的爱
你》《光辉岁月》等30余首经典歌曲
一一上演，为大家演绎最经典、最纯
粹的 Beyond 的音乐。流光溢彩的
灯光，铿锵有力的音符，乐队用极
富张力的音乐表现力和超强的现
场感染力带动了现场观众的情绪，
将观众的热情一次次点燃，和声、
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
广场。

“我们乐队带着向经典致敬的
音乐来到昔阳，主要是为了丰富年
轻人的娱乐生活，用摇滚的音乐，
唤醒人们阳光积极的一面。”半成
年乐队主唱阿年表示。

这边的演出火热进行，那边
的夜市同样火爆异常，熙熙攘攘
的人流，香气扑鼻的美食，听觉与
味觉激情碰撞，音乐声和欢笑声
此起彼伏，烧烤、醋丸子、摇滚番
茄、醋炒凉粉等摊位前都围满了
顾客。

昔阳县以助力夜经济为抓手，
在沉浸式体验街区精选特色文化
活动，聚焦夜间消费，聚集区域人
气，打造文化+夜食、夜娱等丰富
多元的夜间活动，让昔阳的“烟火
气”“热闹劲”持续升温，让城市

“亮”起来，让经济新动能跑起来。
（赵晓丽 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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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太谷居然有10座火车站

本报讯 今年的暑假似乎比往年都
要来得更热情一些，入伏后高温天气持
续，随着滚滚而来的热浪，是图书馆的“泡
馆热”。8月13日，记者从晋中市图书馆获
悉，据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该馆共有11
万余人次在此过暑假，读书的同时享受公
共阅读环境的清凉。

记者了解到，作为公共图书馆，晋中
市图书馆向读者免费提供空调、WiFi、自
饮水和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海量的图书
资源、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让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在炎热的季节走进图书馆“避
暑”。每天早上，图书馆开馆前，读者便已
排起长长的队伍，为的是能找到心仪的学

习位置。
7月份，晋中市

图书馆书籍借还量
4.8万余册，累计办
理读者证 433 张。
累计举办线上线下
读者阅读活动 169
场 ，参 与 人 次
8.6223万。来此读
书、学习的，有大学
生、有放暑假的大
中小学教师、有中
老年人，还有中小
学生。大学生们

说，图书馆的学习环境可以让人静下心来
与自己对话、专心学习，在图书馆自习效
率 80%，在家学习效率不足 20%；中小学
生说，图书馆扑面而来的凉爽隔绝了室外
的燥热；家长说，带孩子，还是得来图书
馆，被书籍浸染过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面对暑期读者多、需求大的情况，晋
中市图书馆积极应对：为读者增设坐席，
延长暑期开馆时间，努力让图书馆成为
广大读者“充电+纳凉”的最佳选择。另
外，工作人员也温馨提醒大家，公共阅读
环境靠大家共同维护，希望读者朋友可
以“书随人走”，为更多有需要的人留出
阅读空间。 （闫晓媛）

暑期市图书馆一座难求

韩锐 摄

左图：太谷东站。

上图：佛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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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安静“充电”。 闫晓媛 摄

暑期以来，左权县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
地三大片区迎来新一轮写生热潮。各个写生
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艺术底蕴和
优质的运营服务，吸引着众多写生团体和艺
术院校纷至沓来，成为艺术创作的理想之地。

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泽城片区，来
自石家庄市第三十五中的师生们在写生创
作。充满朝气的学生三五成群地分散在各个
角落，用灵动的画笔和细腻的线条专注描绘
着眼前的美景。

“在这里，有很美的自然风光，也有古老
的街巷，还有浓厚的历史底蕴，给我们的写生
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希望可以将
泽城村的美付诸笔端，让更多的人领略这个
乡村独特的魅力。”石家庄市第三十五中学生

王耀成说。
为给写生团体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中

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泽城片区开通写生巴
士，方便学生出行，无人售卖车在街道上来回
穿梭，学生们可随时叫停购买。特别是无人
机空中送餐，不仅缩短了送餐时间，还省时省
力、独具新潮，为师生们的写生之旅带来全新
的体验。

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桐峪片区也有其
独特的优势，来这里的学生不仅可以进行写
生创作，还能畅游精心打造的 1941 小镇和
1941博物馆。在这里，融合了民国元素、山区
元素、抗战元素和非遗元素等众多业态，能够
让他们充分感受红色文化魅力，接受爱国主
义熏陶。

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老井片区不仅是
《老井》电影拍摄地，还拥有独特的山水风光
和古村落风貌，来这里的学生可以尽情沉浸
其中感受自然之美，体验独特风情。老井片
区也给师生们创造了良好的研学环境，让大
家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专业集训中。

泽城片区，古老街巷与现代化的艺术元
素相互交融；桐峪片区，雄伟的山峦和生动的
红色体验让人流连忘返；老井片区，保存完好
的古村落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为艺术创作增
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三大片区各具特色、
交相辉映，正引领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成
为写生领域的一颗璀璨明珠。截至目前，三
大片区总接待写生团体及艺校师生 80 余批
次，接待人数10万余人次。 （李浩）

左权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持续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