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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版

傍晚，秋夜微凉，一群人围坐在一

棵百年老梨树下，聆听太谷区北洸乡

三台村“老书记”张天保讲述着三台村

种植酥梨的过往。说起酥梨，“老书

记”立时神采奕奕，眼里满是星光。

1969 年，来自安徽砀山的酥梨翻

山越岭来到了山西果树所，经过培育

在原拟种植地大寨试种后，因不能适

应 当 地 的 气 候 环 境 ，后 决 定 放 弃 种

植。当时，在果树所工作的三台村村

民王申堂向当时三台村党支部书记刘

尚斌、村委会主任张明义提议种植后，

第二天村里安排两名社员到果树所将

剩余的树苗拉回村里。经过一年精心

培育，第二年发展了 50 亩地的酥梨，

500棵树苗由此而来。

听到这里，20 世纪 70 年代响应党

中央号召、扎根农村的三台知青张学

成十分激动，他兴奋地插话：“以前我

们这里只有一种小梨，也好吃，但是那

时谁也没见过酥梨。我见证了三台酥

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酥梨来到三台村后，逐渐适应了

本地的气候、土壤，品种进一步优化。”

说话间，“老书记”起身摘了一个梨给

大家示范介绍，“一是果型端正，三台

酥梨果实呈椭圆形，果型大且匀称，果

心小，果肉白色，质细松脆；二是果皮

薄且光洁，果皮淡黄色，具蜡质，果点

黄褐色，萼片多数脱落，萼洼多数深

广，少数较浅；三是糖分多，三台酥梨

石细胞少，汁多味美，果实呈酸甜或淡

甜，有香气，品质上等；四是耐储存。”

听到此处，大家不由得把梨拿在

手里，细细翻看着、品尝着三台酥梨的

过人之处。

“老书记”接着讲道，20 世纪 80 年

代，三台村从事外贸的张连清，提议让

三台酥梨走上国际市场。那年以每斤

2.4 元的价格出口海外，此后，销量从

十几吨慢慢增长到几百吨、上千吨。

多年来，三台村一直向周边祁县、

吕梁文水等地销售梨苗，后在两地形

成规模。2003 年 6 月，中国特产之乡

暨宣传活动组织委员会授予祁县“中

国酥梨之乡”称号。而酥梨的故乡太

谷区北洸乡三台村却默默无闻。后

来，三台酥梨由祁县、文水的大客商订

单购走在南方销售，还凭借其规模优

势逐渐打开国际市场。

“一位来自四川的旅客在吕梁孝

义品尝酥梨后，颇为喜爱，询问之下历

经平遥、文水、祁县，最后找到了三台

村，痛快地订购了 300 斤酥梨，满载而

归。”“老书记”感慨地说，这位旅客的

一路寻味之旅，也是三台酥梨丝绸之

路一般的传播之旅。

2017 年，贫困县大学生村官脱贫

攻坚论坛在北京举行，三台酥梨在首

都农产品展销会上首次亮相，参会人

员品尝后对三台酥梨赞不绝口。后继

又在广州等多地展览，深受大家喜爱。

在三台村有一棵百年历史的大梨

树，到现在仍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老书记”说：“梨树百年不死，虽然看

起来干枯瘦弱，但当它储存够了能量

就会在来年春天开花结果。我想这也

正像是我们三台人，在困难的时候抓

住机遇，在发展的时候乘势而上。”

“去年，受秋汛影响，百万斤酥梨一

度滞销，在媒体的宣传报道和各方力量

的帮助下，最终酥梨成功销了出去。”现

任三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

刘麦成说，“今年入秋以来，我们的酥梨

一天一个个头儿，目前全村酥梨预计产

量在 200 万斤左右，现在大家劲往一处

使，酥梨事业也在不断壮大。”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

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这是当前‘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

性转移。”如今的三台村，不管是“老书

记”，还是现任党支部书记，他们都心

系酥梨，牵挂梨农。

接续推进产业兴旺，讲好三台酥

梨故事，传播好三台声音，展示好真

实、立体、全面的三台形象，他们矢志

不渝，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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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一

曲《渔舟唱晚》，美妙的旋律、传统的

韵味、古典的意境，令在场听众沉醉

其中……9月28日，由榆次区委宣传

部、东赵乡政府联合举办的“古筝韵

雅润心田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走

进榆次东赵中学，为该校师生带来一

场别开生面的民族音乐文化之旅。

活动中，山西玺悦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邀请资深古筝演奏老师纪鹏，为

东赵中学学生讲解古筝的音色特点、

历史渊源，还现场演奏经典曲目，引

导学生认识、了解民族乐器，让学生

们感受其独特的音色表现能力与文

化魅力。古筝演奏教师还邀请部分

学生登台，通过现场学习的形式，教

学生演奏简单的曲目，让学生近距离

感受古筝的独特魅力。

“此次活动不仅缓解了我们课堂

中的疲惫，还陶冶了我的音乐情操，

丰富了校园生活。”课后，学生杜思

语兴奋地告诉记者，会好好利用这

次机会，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学习，

为传统古筝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贡献

力量。

“文化同源，古筝同源。”山西玺

悦民族乐器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国民

说，“我们企业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

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古筝品牌。东赵

中学是我们校企合作的第一站，接下

来，我们将以传承和弘扬古筝国学文

化为己任，派老师进入校园进行现场

教学，让艺术走进校园，让校园充满

艺术。”

“古筝进校园，带来的不仅仅是

一场视听盛宴，更让师生对民族乐

器、民族音乐有了深刻的认知与了

解，让学生们直观感受中华民族音乐

之美，激发学生们热爱民族音乐、传

承民族文化的热情。”东赵中学相关

负责人表示，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不断更新教师们的教学理念，让

他们进一步承担起弘扬、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在全市

上下喜迎国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之际，一群无法听到、看到五彩斑斓世

界的青少年，用画笔、用歌声、用诗词、用

文章、用手语朗诵，向伟大的祖国献上深

深的热爱与祝福。9月27日，经过晋中

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晋中市特殊

教育学校近一个月精心组织，一些听障、

视障和智障学生交出135份满怀爱国主

义情怀的作品，给大家呈现出特殊困境

未成年人中一些特别的孩子对祖国母亲

“清澈的爱”，以及欣逢盛世困境未成年

人乐观进取、勇于拼搏的心。

本次爱国主义教育作品征集活动

由晋中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晋

中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合主办，面向晋

中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全体未成年学

生，主题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从 9

月 1 日开始征集，作品分为四个板块：

一、绘画作品“向祖国献礼”，以青春色

彩描绘与爱国主义相关的事物，凸显

青少年青春向上、积极奋进的姿态；

二、献礼祖国征文“那抹中国红”，以

“爱党、爱国、爱社会”为主题展现当代

青年的青春热情与爱国情怀；三、音视

频作品“我为祖国歌唱”，以“国庆节向

祖国献礼”为主题饱含对祖国的祝福；

四、手工作品“我为祖国点赞”，以小制

作表达对祖国的深情。

9 月下旬，这些特殊的孩子陆续把

作品交了上来，每一幅作品都像一扇窗，

展示出特殊孩子阳光灿烂的心灵，呈现

出他们健康向上的内心世界。在绘画作

品中，记者看到鲜艳的国旗迎风招展，

《童真的笑脸》映红朝阳；《童心向党》描

绘十年来的非凡成就；《红色畅想》传承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些作品视角

独特、创意新奇，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力。

征文作品中，“我生在新中国，我很幸运”

“富强”“繁荣”“伟大”就是热词，高频出

现。音视频作品中，“我爱你，亲爱的祖

国”“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你

的名字叫中国”……随着悠扬的歌声，孩

子们用无声的手语表演，渗透着有声的

感恩与关爱，在音乐与心灵的交融中受

到震撼，向祖国母亲献上一份饱含深情

的礼物。

这些承载着爱国深情的作品令主办

者颇为动容，晋中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与市特殊教育学校联袂举行颁奖仪

式，表彰小作者们的优异佳作。晋中市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为这些特殊的孩

子发放了慰问物资，水杯、红色读物、《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

物质到精神，都主动送进了校园。

晋中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

孙瑞卿表示，本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是

该中心继夏季为农村留守儿童举办夏令

营之后，为城市困境未成年人举行的关

爱活动。目的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各界人

士投身到关注困境儿童的行动中，以期

形成保护未成年人的强大合力，以此激

发困境未成年人自强自立的信心和力

量，让他们更加爱党、爱国、爱社会，阳光

快乐地生活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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