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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7 月 27

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左权开花调”五代传承人刘改鱼、冀爱

芳、刘海平、弓宇杰、赵立斌齐聚省城太

原锦绣书局，举办了一场《唱开花的亲圪

蛋》讲唱活动。该活动由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是“非遗说·大咖分享会”系

列活动的其中一场。

“左权开花调”是流传在左权县及周

边的榆社、和顺、武乡一带的民歌歌种，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民间音乐”类第一项。一代又

一代的“亲圪蛋”不仅演唱开花调，还唱

着与开花调互生的劳动号子、山歌、小

调、大腔等多种民歌，延续着辽州（左权

县旧称）人悠久的文化血脉，饱含着辽州

人的精神寄托，彰显着辽州人的精神标

识。“左权开花调”是太行山深处独特的

文化符号，成为了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

的靓丽瑰宝。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大学）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

星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弓宇杰作为本

次活动的访谈人，从“开花的产生”“红

色左权”“花开太行”“讴歌时代”四部分

展开讲述，五代传承人一起演唱了四个

部分 17 首左权民歌：第一部分“开花的

产生”，演唱了《逃难》《苦相思》《单相

思》；第二部分“红色左权”，演唱了《太

行民兵》《送郎参军》《左权将军》《土地

还家》《劝夫卖余粮》；第三部分“花开太

行”，演唱了《桃花红杏花白》《亲圪蛋下

河洗衣裳》《樱桃好吃树难栽》《会哥哥》

《小黑老鼠上灯台》《二婶婶》；第四部分

“讴歌时代”，演唱了《新开花》《太行奶

娘》《感谢共产党》。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改鱼今年85岁

了，是山西省十大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著名民歌演唱艺术家、国家一级

演员。刘改鱼 1939 年生于山西省辽县

（今左权县），她以爷爷奶奶从河北逃荒

到左权讲起，讲述了她跟老艺人程计年、

赵三珠、郝玉兰等学习民歌、搜集民歌和

她 16 岁将民歌唱到北京、唱到中央音乐

学院、中央歌舞团，以及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何进行民歌教学、

传承的故事。

冀爱芳今年 65 岁，是“左权开花调”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她

8 岁开始登台演唱左权民歌，师从郝玉

兰、刘改鱼。40多年来，她在吸收民间艺

人传统演唱技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条

件悉心钻研、大胆革新，融入她对民歌声

乐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感悟，逐渐形成了

独特的演唱风格。

刘海平今年 55 岁，也是“左权开花

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 8

岁开始唱戏，一路学习深造，毕业于中

国戏曲学院。刘海平在歌舞剧《太行奶

娘》剧中扮演“奶娘”，在大型说唱剧《解

放》、大型综艺晚会《唱响山西》和《桃花

红》等剧目中演唱“左权开花调”。她常

年钻研民歌演唱与戏曲表演，将民歌的

演唱融于戏曲表演教学中，将戏曲的表

演融于民歌演唱的舞台上，形成自己独

特的教学方法和舞台表演风格。

赵立斌今年 20 岁，就读于山西师范

大学历史系。6岁跟随刘红权、冀爱芳等

学习民歌，凭着对左权民歌的热爱，苦心

钻研，现在已掌握了大量左权民歌的经

典唱法。

现场观众武晓辉带着孩子全程听了

讲座，她说自己是一名传统音乐研究者，

很惊讶6岁的孩子全程能听得很投入，充

分说明本次讲座效果很好，不仅趣味性

强，而且也普及了“左权开花调”的知

识。观众闫明从孝义赶来太原听老师们

的讲座和演唱，他说：“真是一场视听盛

宴，使我不仅深入了解了左权民歌的历

史、形成、艺术特色和传承情况，还对每

首歌的产生和演唱风格有了更深的认

知，可以感受到大家学问做得扎实，传承

做得到位。”

弓宇杰作为活动的访谈人，在讲座

中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提问，踊跃回

答问题者获得了由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

和左权县人民政府联合推出的图书《民

歌汇》。

本报讯 （记 者 武 玲

芳） 7月31日上午，晋中市第

一人民医院上演了一场惊心动

魄却又温暖人心的救治行动，

不仅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也再次见证了医护人员的专业

素养与无私奉献的品质。

当日 9 时 07 分，75 岁的患

者张某在复查时在电梯前突

发晕厥，家属与周围群众惊慌

失措。关键时刻，医院门诊大

厅的行政总值班及门诊部工

作人员迅速行动，凭借专业判

断，迅速将张某平放，确保呼

吸道畅通。门诊部副主任毕

小燕迅速赶到，初步评估病

情。一站式服务中心护士冷

静拨打急救电话，急诊科医生

王燕与护士许紫剑携带急救

箱赶到，全面评估病情，为后

续救治赢得时间。

经初步判断，张某晕厥可

能由供血不足引起。医护人员

立即实施吸氧、建立静脉液路

等紧急处理，并火速将其护送

至急诊室。在急诊室内，医护人员迅速展开全

面检查与救治，包括血压、血糖监测，心电图检

查，补液、抗炎及改善供血等措施。短短几分

钟时间，张某意识逐渐恢复，成功脱险。

张某的女儿张女士感激涕零，她说：“当时

我和妈妈都吓坏了，幸好有医护人员的及时救

助。他们的专业、迅速和无私让我们全家感到

无比温暖。”此次救援体现了医院医护人员在

紧急情况下的冷静与果敢。

当天下午，张某病情明显好转，顺利出

院。这场紧急救治不仅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也为医患温情故事中留下了一段佳话，彰显

出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崇高职

业精神。

山西欣谷农牧有限公司

“小”饲料注入科技“大”内涵
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 在

畜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山西欣谷

农牧有限公司凭借卓越的科技创新

力，为传统饲料产业注入科技活力，

成为太谷区农牧养殖业向现代化、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

近日，记者走进山西欣谷农牧场

开发有限公司，一幅现代化、智能化的

生产画面映入眼帘。饲料生产加工车

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从挂袋、

放料到缝包，全程自动化，机械臂精准

抓取、有序输送，展现出高度的自动化

水平。叉车穿梭其间，工人们有序作

业，整个生产场景充满活力。

山西欣谷农牧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饲料加工、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

农牧养殖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拥有

两条先进的全自动饲料生产线，年产

量高达6万吨，产品覆盖猪、禽及反刍

动物等多个领域。公司不仅注重规

模化生产，更在技术创新上持续发

力，引进国际领先的营养体系及原料

数据库，实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

动化、智能化，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

产品质量。

面对市场个性化需求，山西欣谷

农牧有限公司积极回应，定向开发创

新产品，为养殖户提供精准、高效的

营养解决方案。公司董事长杨红兵

表示，深入了解养殖户的需求，提供

个性化服务，是公司发展的关键。因

此，公司针对不同条件、不同品种，制

定个性化营养方案，助力养殖户增效

降本。

在产品质量保障上，公司建立了

严格的品控体系，从原料到成品，每个

环节都经过严格检测和控制，确保产

品绿色、安全、稳定。此外，公司还注

重科技创新，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构建高效的产销一体化体系，推动产

业升级转型，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太谷

区农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山西欣谷农牧有限公司正以科

技为翼、创新为帆，引领农牧业向更

加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夏季园林植物

进入生长旺盛期，市

园林绿化服务中心

多措并举做好园林

绿化养护工作。图

为 8 月 1 日，在市城

区新建路与蕴华街

交叉路口的“口袋公

园”内，园林工人为绿

植浇水，让绿植“喝

饱”水分，焕发生机，

绿化、美化城市环境，

为群众的夏日生活增

绿意、添活力。

记者 程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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