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汤蓄势灭夏桀

据《拾遗记》载，商氏族始祖契的母亲

简狄“桑野之游”食玄鸟遗卵（桑椹）而怀

契，商氏族尊桑野（今山西阳城南部）为神

社。

夏朝末，国君桀暴虐荒淫赋敛，万民甚

苦，国家动荡。商部落首领成汤等密谋，欲

推翻其统治。借祭祖之机巡察桑野，沿桑

林水（今涧河)来到沁河西岸，看到今东冶

镇地域，三面峡谷河流环绕，南有云天山自

然屏障，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关隘奇

险，偏僻隐蔽，非常适宜建军事基地。于今

郎山村东修寨建大本营，大广坪屯兵练武，

抓住机遇，与夏军决战鸣条（今晋南）。夏

朝亡，商朝兴。

这个历史事件在《商书·汤誓序》中被

称为“汤武革命”，开中国历史武力夺取政

权之先例。

古河村是商汤起兵灭夏的策源地。

晋豫大道始战国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韩

国都平阳（今临汾）。韩王欲取中原，沿沁

河修筑兵道，与娘娘带兵南下。韩王翻越

峰山（今石柱峰），在上南沟（今古河村委东

500 米处）歇息，等待从水路而来的娘娘。

水军从谷口（古自然庄）上岸，两军在大广

坪会师，操练兵马。然后娘娘带水军走沁

河，韩王带陆军走白云隘（今大岭头），向轵

城（今济源南）进发。开辟出一条晋豫大通

道。

古兵道历经完善，明朝王国光重修后

成为商道，商贾往来，经贸繁荣。古河村境

内十余里，设古河岭、里会腰驿站和十多个

店铺。“永泰号”阳济有名望；“万银号”与在

湖南做官的阳城籍进士田体清交谊深厚；

襄阳府樊氏三省经商定居古河岭；杨郭王

张郎等姓分支沿途迁徏。

古河村是晋豫古道中的重要站点。

炼铁重地大广冶

大广坪，方圆数十里，埋藏有丰富的铁

矿石，历朝历代官方开采冶铸。后唐“并许

百姓随便铸造”，大广坪周边居民家家建铁

炉，户户搞铸造，被称为“大广冶”，闻名于

世。

古河村南有大广坪，北石柱峰一带是

阳城香煤最南界，东中部有大量石灰岩，炼

铁条件得天独厚。清朝乾隆年间，神坪庄

张立家的“进兴号”是个炼铁大户，南岭上

是炼铁厂（现小区处），庄前老沟有煤窑，庄

西南山腰有竖井，采用方炉炼铁，从工百余

人，修有炉工院，五世办铁厂。积德行善，

修庙路桥，办小学堂。驴驮送银两，助修万

缘桥（涧坪桥）传为佳话。1958 年大炼钢

铁，三节岭等地昼夜人潮涌动，炉火通红。

沟町铁厂是县办四大铁厂之一。20 世纪

70年代，公社在老沟办铁厂30余年，全县

社办企业中颇有声誉。20世纪80年代初，

全村有13个矿洞。1985年成立矿业公司，

又建 10座土高炉。1990年在里会腰建两

座热风炉，办铁厂15年。

古河村是大广冶地区的炼铁重地。

上党梆子发祥地

传考，郎姓先祖是唐玄宗李隆基梨园

中的乐工，后流落民间，世代从事演奏演唱

活动，颠沛流离，来到郎家山定居。约明朝

中期成立戏曲演唱组织——郎山故事班。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常庆班”巡演山河四

省交汇地，驰名遐尔。同治光绪年间，郎小

李郎满脸等在曹州府（今菏泽）广丰府（今

永年）组班设帐授徒，为枣梆和西调剧种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光绪十年，两个戏班常

驻高平，与各班社交流演艺，声振上党。涌

现出上党梆子史上最早的三位著名职业演

员，并称“三郎”：郎小喜，武场乐工，饰小

生，人称“盖州红”“在世罗成”，徒弟 32

人，名扬潞泽；郎不香，饰须生兼净角，人

称“老不香”“活大明皇”，称盛上党剧坛；郎

发香，饰小旦、正旦、老旦，被称为上党梆子

第一位著名老旦演员，1934年至1935年曾

到太原演出，载誉而归。非遗保护丛书《上

党梆子》记载郎姓名人十多位，全国罕见。

古河村被誉为“戏曲摇篮”，是上党梆

子的重要发祥地。

朱总司令《出太行》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总司令在武乡八

路军总部统率大军，打击日寇。1939 年，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破

坏抗日统一战线。1940年10月下旬，党中

央指示朱德回延安并绕道去洛阳与国民党

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卫立煌谈判。5 月

初，朱总司令同康克清带警卫人员风尘仆

仆日夜兼程，沿交通线密抵阳南，在中共阳

城地下县委的秘密联络站——古河村郭甲

院住宿一晚。第二天登上大岭头，瞭望太

行山重峦叠嶂、巍峨峻秀、大气磅礴，举目

远眺滔滔黄河，忆想激烈抗日战场，心潮起

伏、思绪万千、激情满腔、赋诗舒怀，写下著

名诗篇《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

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

慰同仇。”充分体现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

爱，展示对抗日根据地无比怀念和忧国忧

民、争取抗战必胜的伟大胸襟。

古河村是朱总司令抗战时的途经住宿

地。

合作生产开新篇

1942 年，遭受百年不遇大旱和蝗灾，

次年更甚。豫北难民涌入阳南，日本鬼子

频繁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人民生活艰难

困苦，严重影响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1943年3月，古河村干部响应中国共产党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号召，在抗日二区区

分委和区公所大力支持下，带头收集粮食

废铁干柴等物资，采取自愿入股的方式筹

建犁炉，并将产品销往外地，获取收益。组

建了抗日县政府成立后第一个合作社（供

销社），带动全区抗灾自救和抗战支前运

动。抗日二区的先进事迹多次在《新华日

报·太岳版》登载。

1951 年，古河村响应党中央“走集体

化道路”号召，在互助合作基础上率先成立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省表彰大会上，

社长杨逢亮获奖章一枚，集体获奖金 500

元，购买一部双轮双铧犁。

古河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时时走

在前。

（郭馨年整理）

经 典 史 话
——古河村六大文化名片简述

悠然阳城悠然阳城：：参差绿到大江边参差绿到大江边
●●成成 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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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跨过磨滩沁河大

桥，进入阳城境内首个村庄历史文化名村

月院。像是镶嵌在青山绿水间的精致盆

景，村后地貌如月，村前田园丰美，古称“月

圆”演变为“月院”。青山怀抱，危峰耸峙，

植被葱郁，百鸟争鸣，百姓勤劳，传说美

丽。仰望四周红叶点缀，山高天窄，月亮或

许真的会从月院升起。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溯河曲径通幽，在

东冶镇独泉村西南附近隧道探出头来。左

手方向不远的枪杆村，是晋豫区党委召开

军事会议、邓小平作重要讲话的地方，太岳

报人魏凤璋在此牺牲。房前屋后青石板

上，晾晒着金黄的软谷，火红的辣椒，肥胖

的花生，雪白的棉花，偶有鸡鸣犬吠，一派

祥和景象。进后山穿过望莽洞，蟒河山水

历历在目，汽笛声声震荡山谷，游客观光者

一拨跟着一拨。山坡上青绿植被百分之

百，山萸树硕果累累，火样鲜红。隧道右手

方向是独泉和上节村，抗战英烈谢新润的

家乡，1942年2月，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在

寨上高地全歼阎锡山系县政府，再度开辟

晋豫区就此打开局面，为阳城又一党史教

育基地。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顺河西北行8里，到

达县境南部西冶村，这是涧河唯一的冲积

小平原。抗战时期八路军某部在此休整，为村里开渠引

水，群众竖碑赞曰“勋劳播世”。村西路旁一座小小的烈

士墓园，水渠设计者李盛林、张汉三两烈士在此长眠。该

村内有阳城境南最大的汤王庙，1942年县抗日游击大队

成立之地；风雨剥蚀年久失修，村民捐款百万，主要建筑

得以恢复。西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文脉兴旺，教育为

本；剧团走俏，民风淳朴，铁艺一流，人才辈出；古木参天，

群山拱卫，石桥飞架，交通便捷；五行转妆，别具一格，为

县境南部一大粮棉、蔬菜、蚕桑、水果生产基地。顺涧河

北侧西行，西冶水库波光粼粼。皇城相府在泥河开发旅

游景区，设施设备堪称一流。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与西蟒路在此神交。沿西蟒路前

行，蟒河奇观渐次展开。蟒河之山秀气，秀中见奇，奇中

见险，望蟒孤峰一柱冲天，有诗赞曰“遥从天际望晴空，望

蟒孤峰气势雄。”蟒河之水少澎湃之状，多精致婉约，蟒河

源头流银泻玉，终年不竭；随处可见黑龙潭、白龙汪、黄龙

池、水帘洞、小瀑布、秀珍岛。蟒河之猴精灵，或成群结

队，或单枪匹马，或龇牙咧嘴，或温文尔雅，讨要吃食不依

不饶，攀水面枝头带起涟漪。蟒河之树珍奇，青檀、山茱

萸、红豆杉姿态各异。蟒河山茱萸在传统文化中象征多

重美好意义，1.4万亩42万余株山萸系列产品走俏，是当

地群众共同富裕的支柱产业，蟒河因此成为省级专业镇。

穿过小尖山隧道进入横河镇，静谧山庄客满为患，骑

行小镇人声鼎沸；任你饱览析城山，登临小尖山，远眺鳌

背深山老林，观望云蒙雾中倩影；盘亭列嶂千峰竞秀，大

乐岭上仙境神秘，植物王国名目繁多，动物世界珍禽异

兽。盘古开天辟地、伏羲演绎八卦、女娲造人补天、愚公

移山、嫘祖养蚕、商汤祷雨等优秀传统文化口口相传。晋

豫边抗日纪念馆是农村包围城市太岳版本，武装抗日救

国阳城篇章在此重现，红色抗战文化魅力四射。

画家圪塔地势略为开阔，奇山秀水可与横河媲美。

时有美术学院师生在此实地写生教学，山水灵动的绝佳

画作挂满沿街墙壁。来此享受假期的游客三五成群怡然自

得，不时连连拍照，几位老外操着外语，双手比划，赞不绝口。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阳城段全长166公里，主线97公

里，惠及36个行政村和104个自然庄。暮色之中在蟒

河、横河、河北交汇处观景台上远望，远处群山奔腾，近处

灯火万家，耳旁松涛阵阵，脚下四通八达。此番打卡太行

一号旅游公路收获满满，实在不虚此行。

樊山娇伟，樊溪秀美，峰连水接清嘉。

沟底锦川，鸡鸣四县，净煤香炭谁佳？

双塔映山斜。

帝师故乡里，晚节黄花。

庙宇民居，雉楼墙堞浪淘沙。

五村发展无涯。

看皇城带动，泽被千家。

产业合融，森林绿化，休闲文化桑麻。

禅意赏烟霞。

统一连片治，实干真抓。

康养先行共富，引领万人夸。

那一声巨响已过去

60个年轮，

那一声巨响让

中国人民挺起了脊梁！

回想为那光辉事业

献身的英烈们啊，

你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

共和国的功臣榜！

当年你们曾奋战在

戈壁滩上，

在那里，渺无人烟，

风沙弥漫，高寒缺氧。

你们为了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

远离家人，隐姓埋名，

默默奉献一生。

你们是华夏的英才啊，

你们是民族的脊梁！

那时候，在世界科技界，

就连熟知你们的人们，

也不知你们身在何方？

从元帅将军到普通士兵，

从厨子马夫到科学巨匠，

你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啊，

是将那贫穷落后的

帽子扔进太平洋！

喝的是苦涩的水，

蔬菜匮乏，粮食定量；

居住的帐篷啊，

不时被沙浪侵吞。

面对恶劣的环境，

你们无怨无悔，

让顽强的生命在

爱国的信念中闪光！

仰望看蔚为壮观的

蘑菇红云，

你们给了文明古国

无穷的力量！

伴随着响彻太空

的“东方红”旋律，

雄壮国歌震五洲，

五星红旗在四海飘扬！

至今，大漠下依然掩埋

着民族的忠魂，

岁月流逝，

墓前的木铭牌或已无存，

然而你们不朽的名字

和业绩啊，

永远激励着后来者

奋发图强。

啊，钢铁战士，国之栋梁，

你们创造了历史，

书写了荣光。

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啊，

永远放射出璀璨

绚丽的光芒！

““两弹两弹精精神神””永放光芒永放光芒
———缅怀为国家命运而献身的英烈们—缅怀为国家命运而献身的英烈们

●●王 良

望海潮·樊溪河畔五村共富
●●吴军胜

润湖公园润湖公园““醉醉””初冬初冬 李广社李广社 摄摄

益民之德，康以邦本。中华文明是基

于农村的农耕文明，过去数年的城镇化发

展，已使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口向城市流动，

农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我们的根基

和依赖仍然在农村。如果一个国家本身不

能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国家所有

的发展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切基础都

会是脆弱的。

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分类施策，深化生

态文明的机制改革，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农业农村走向生态

化、有机化、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道路。不断

提升民生品质，减少低质量重复建设的浪

费，避免热火朝天过后的沉寂和清冷，让心

灵熨贴乡愁，让生命回归本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先决条件，“厕所革命”是其中一项

重要系统工程。我县科学规划，充分考量

基础设施、经济走廊、村情民情，结合三河

流域和农村污水治理，围绕太行一号、沁河

经济等项目布局，建立激励机制，提升“一

心、四口、四带、百园、百村”生态绿化品质，

常态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考核奖补，购置

各类抽渣车辆，并出台制度完善后续管护，

202个村庄由脏、乱、差，蜕变洁、净、美。目

前全县乡镇镇区及主要河流沿线村庄，生

活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7个乡镇百余行政

村集中供热全覆盖。2023年，我县荣获“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大力推进县域河流治理，打造沿流域

农村绿色经济带。沁灌流域的污水处理，

通过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依据地形地势，

建设污水收集管网，将周边村庄的生活污

水引入污水厂区加以处理。芦苇河是沁河

的一级支流，全长50公里，流经县域约14

公里，是全县人口和工业主要分布流域。

芦苇河以河布厂，在阳城段布局町店污水

处理厂，设计日处理万吨生活污水。芦苇

河由厂连村，收集处理町店镇、芹池镇及寺

头乡，沿河35个村庄25000人的生活污水。

同为沁河一级支流的濩泽河，发源于

沁水历山北麓的小河湾，全长 72 公里，县

境长约56.6公里。我县浓墨重彩，描绘濩

泽河环绕县域的水生态景观区，着力打造

濩泽河城郊结合部生态休闲区。濩泽河流

域的重点整治和修复，北方山城，青山苍

苍、碧水泱泱、鱼虾戏水、禽鸣鸟翔的自然

生态景观，指日可待。

绿色发展，使环境成为乡村正向增值

的最大财富。文化传承，用文旅融合留住

绵延乡愁。产业繁荣，助推新质生产力蓄

势赋能。

围绕“东方古堡、人间晋城”核心主题，

东方古堡示范廊带创建，涉及润城和北留

的两镇十村，共拆除腾退建设用地 510.2

亩。做精、做大、做强旅游、演艺、康养、民

宿等多种业态，做足做靓润湖、古渡、洎水

湾缓洪区、华阳山森林、紫微山森林五大生

态公园和沁河先行区段慢行系统工程，打

造韵味深厚，属于南太行风情的东方古堡

群落。深入打造“骑士牧歌·动感横河”“太

行茱萸·康养蟒河”“红色境界·魅力东冶”

三个精品片区；皇城相府景区品质提升工

程，总投资9.84亿元，累计完成投资6.9亿

元；百里沁河生态经济带先行区，谋划项

目 8 个、总投资 2.61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1.8亿元。同时，设立2亿元陶瓷产业发展

基金，扶持陶瓷企业发展壮大；设立1亿元

文旅康养发展基金和8000万元宣传经费，

加快创建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县；设立5000万元蚕桑产业发展基

金，加快打造省级“蚕桑专业镇”；设立乡镇

产业发展奖励资金，奖补“一村一产业”项

目。

产业是经济之本。主导产业煤炭、电

力、煤层气，优势产业陶瓷、蚕桑、文旅康

养，新兴产业精细化工、电子信息、加工制

造。三驾马车，三大产业体系，稳健快速带

领县域经济飞驰前行。

“一缕山间月，清发祗留贤禅思报恩。”

煤炭产业解决2.7万人就业，蚕桑年综合产

值 3 亿元，陶瓷“乔家窑”入选“中华老字

号”。陶瓷琉璃、蚕桑成功入选市级十大专

业镇。2024年“五一”前，百里沁河生态经

济带顺利开园，皇城相府大景区如期迎

客。第三届中国旅游行业未来发展峰会

上，我县被授予“高质量发展旅游休闲康养

名县”荣誉称号。

我县建设省级文明乡镇2个、文明村9

个，国家级文明村 5 个。公共服务倾斜农

村，实现一村一标准卫生室，至少一名合格

村医全覆盖，医保就医结算信息系统村卫

生所全覆盖；建成养老机构 15 个，农村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220 所，全面满足特困

供养人员和社会老人养老需求；建设5G基

站 871 座，实现乡镇网络全覆盖。阳城县

荣获全省养老服务“431”工程模范县。凤

城派出所获评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满意度连续 11

年走在省市前列。

千山染青黛，万峰绕白云。

我县“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通过省

级评审。九女仙湖入围全省美丽河湖优秀

案例。4个村获得国家级美丽休闲乡村，10

个村获得省级美丽休闲乡村。润城生态先

行区“千亩荷塘十里画廊”，生态宜居、业态

丰富、共治共享。红萸蟒河风景秀美，山逢

水连，民风和谐，茱萸湾省级旅游度假区，

成为新兴的富民产业。大析城山景区、画

家圪塔小镇、水墨横河盘亭古街和山野村

居，吸引万千文人墨客写生旅居……美丽

乡村，梦里老家。屋舍半亩空旷地，一半莳

花，一半种菜。几只生蛋鸡，一只可爱猫。

木窗竹榻，舒纸落笔，花前灯下，一卷陶然。

习总书记“见新见绿”指示精神，深深

烙印在老区人民心上，它始终是县域发展

经济的根本遵循。全县人民定眼“新”和

“绿”，牢记“两山理论”，策鞭杖犁，砥砺奋

进，使昔日煤炭之乡，发生了美丽蜕变。

濩泽河，阳城的母亲河，河水宛若光洁

丝带穿城而过，十

座壮美的现代化桥

梁横跨两岸。柏油

马路通衢宽敞，环绕县城。数十千米城市

绿道，将骏马岭、美韵、凤西、虎头山、东坡

头、阳高泉六大城郊森林公园贯通串联，周

边的居民都能在五百米范围内到达公园。

城市绿道休憩生态圈、田园经济生态圈、工

业经济生态圈、田园景观廊道和快速通道、

贯通东西的桑田大道、直达南北的凤凰大

道……沿线绿化工程逐步完善。嘉树繁

花，摇曳绽放。绿色沉醉，星星点点，融合

成荫，将山城县域装扮成了森林环抱里的

花园城市。阳城，将再现“万山拱翠，三水

抱城，烟树楼台高于雉堞。”清同治版《阳城

县志》的诗意画卷。

县城东门广场、四馆一院、体育场、阳

阿广场、昆仑公园，这些建筑风格独具魅力

的宽阔公共开放场地，篮球队、暴走队、红

歌队、毽子队、体操队、广场舞、太极拳……

各种民间团体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外地游

客羡慕不已：“你们阳城人，是真正的幸福

啊！”

全力推动产业转型，纵深推进“千万工

程”建设，深化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理念，

已成为新时代阳城的主旋律。县域经济，

强劲构建北煤炭、东文旅、中工商、西农牧、

南林果的产业发展格局，农民将就地过上

富足、现代、文明的乡居生活。美丽家园，

未来可期。

故土是万乐之源。民本思想，可以视

作一切的出发点。家国情怀，从来都是中

国人的远方和目标。“人民至上”贯穿始终，

“家国情怀”付诸行动。闲暇当然是一种幸

福，但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

奋斗。阳城的“千万工程”仍然在精雕细

刻。“衣食住行”基础层面上的小康，快速缩

短与发达社会的距离，接下来的漫漫征途，

尚需全力奔赴。

一线一主题，一片一特色，一村一韵

味，一点一景观。宜居宜业的村庄，山水相

亲，颜值惊艳。共享共富的家园，美美与

共，惠风和畅。县委县政府“一核四带十片

区，见新见绿见未来”的宏远布局，正以蓬

勃的万钧之力，在析城脚下、濩泽大地、百

里沁河，在雄奇巍峨的青山绿水间，擘画一

幅幅悠然阳城山居图。

奋进强国路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阔步新征程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