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五

版

联系电话：8222059

天龙历
史

责编 申毅敏
和 亮
立 君

2023.9.22 24

赵
鞅

李
祥
捷

画

时中瑛

以上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太原历代名人图谱太太原环境卫生史话

赵鞅（？—前458年，也有说卒于前475年），即赵简
子，又名志父、赵孟，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之一，战国七雄中
赵国的奠基人，晋阳古城的创建决策者，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改革家。

赵鞅出身于世代卿相之家。祖父是“下宫之难”中幸
存的赵氏孤儿赵武，曾任晋平公时期六卿中的中军将（正
卿），父亲赵成是晋昭公时期六卿中的中军佐，前527年不
幸早亡，赵鞅由此承袭爵位成为晋国卿。

晋顷公时期，晋国公室愈加衰微，公权分落在韩、中
行、魏、范、智、赵六家卿大夫手中。为夺取公权，六卿之
间相互博弈，斗争激烈。赵鞅虽是这六卿中最年轻、排名
也最靠后的下军佐，但他胸有韬略、胆识过人又锐意改
革，很快便在晋国六卿中崭露头角。

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赵鞅、中行寅率人在汝滨
城铸造一座铁鼎，并将当年晋国正卿范宣子制定的“刑
书”铸在其上，公之于众，意在使当地民众以法作为日常
的行为规范。此举打破了晋国贵族专断刑律、随意处置
百姓的旧规，被孔子等儒家代表谴责为是对周礼的一次
巨大挑战，但却得到晋国多数新兴势力的支持，赵氏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

为巩固赵氏根基，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赵鞅持续进
行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礼贤下士，虚心纳谏，重用了
董安于、尹铎、邮无正、窦犨、周舍等一批正直有才能之
士；经济上，扩大亩制，减轻赋税，释放奴隶，分散荒地；军
事上，奖励军功，“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
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些举措极大地鼓励
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将士的斗志，经过多年的苦
心经营，赵氏封地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赵鞅的政治威望
逐步提高。

为防备其他卿大夫的攻击，赵鞅命家臣董安于在其领
地内兴建一座新城，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坚固的晋
阳城修建完成。同年赵鞅即因“邯郸午”事件受到范氏、
中行氏攻伐，被迫退守晋阳城内，后在智、韩、魏的救援之
下解除危机。经此一难，赵鞅认识到联盟的重要性，主动
联合智、韩、魏打击范氏、中行氏。经过近七年的清剿，范
氏、中行氏彻底退出六卿的角逐，其采邑也被其余四家瓜
分。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成为晋国六卿中的正
卿，开始执掌晋国大权。

晋出公十七年
（前 458 年）（有说
晋定公三十七年即
前475年），赵鞅在
率师伐卫的途中，
不幸染病逝世。

赵鞅一生致力
于改革，他在政治、
经济、军事方面的
改革，是当时六卿
之中最彻底的，严
重动摇和瓦解了奴
隶制的基础，加速
了晋国封建化的进
程，也为日后赵氏
走向强盛、建立国
家奠定了基础。

（太原市文化
馆供稿）

赵鞅赵鞅
改革开放时期

群众“如厕难”
问题明显缓解（下）

在执法队伍方面，1980年开始，配备了专业的卫生民
警，并招聘30名退休职工作为环卫管理员，1983年发展到
200名。经过培训，分配到三城区，深入各街办分片包干，
加强了环境卫生执法管理力度。采取先教育后处罚、先自
清后没收等办法，95条街被命名为“清洁卫生街”，有效制
止了社会车辆在城区边缘四处倾倒垃圾等乱象。

在专业队伍上，至1983年底，环卫局所属单位增加到
6队1厂。全民所有制职工1346人，集体所有制工人136
人，农民合同工200人。街办清扫队伍发展到1823人。
环卫车266辆，彻底扭转了人拉马拽的落后状况。清除垃
圾扩大到城区外围，垃圾清运问题基本解决。1983年日
清运垃圾2528吨，设垃圾桶1050个，减轻了工人劳动强
度。

在公厕建设方面，1980年全市公厕仅84座。为解决
公厕建设问题，从1980年至1985年，三任市长狠抓公厕
建设。由市城建委牵头，组织各方力量，切实解决公厕的
选址、审批、上下水和照明等建设问题。5年共新建公厕近
600座，群众“如厕难”的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在公厕日常管理上，由区环卫部门根据公厕大小和人
流多少，分级予以补贴，组织闲散劳动力就近清扫管理。
所有公厕设三牌一照，即：标志牌、指向牌、卫生守则牌和
照明设施。公厕保洁达到了七净、三通、两不见，即地面
净、墙壁净、门窗净、顶棚净、瓷砖净、隔墙净、周围环境净；
蹲坑通、尿池通、水管通；不见蛆、不见蝇。

同时，粪便清运得到了有力保障。1981年组建了清
运城肥的环卫五队。配车66辆，日清掏粪便500多吨。
1983年起，由环卫部门出车、农村出工签订合同，实行定
任务、定人员、定车辆、定街道、定时间的责任制，加强了公
厕粪便及时清掏、清运，保证厕所不满溢。在杨家堡修建
了1000立方米的粪库，作为粪便无害化处理基地。

在发动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方面，1982年以来，通
过“文明礼貌月”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动驻并单位
和广大群众，大力整治脏、乱、差现象。三年清理死角
3885个，清除垃圾100多万吨。发动群众疏通沟渠，平整
便道场地，洗刷标语，粉刷橱窗、铺面。1982年有70%的
街道达到“四净”（路面净、边道净、水口净、树窝净）、“五
无”（无煤堆、无污土、无垃圾、无炉渣、无料堆）标准。
1983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整顿317条小街巷和
293个宿舍区。1984年开展了创建“文明单位”活动，涌现
出新建路小学、红星影院等188个“文明单位”。

在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方面，1984年，成立了太原市市
容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主要从事对城市固体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的相关技术研究、城市生活垃圾的环境卫生常规性
监测等工作，是山西省唯一的环境卫生科研机构，也是国
内主要从事环境卫生专业科研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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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叶脉——中华文化
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个寓意：晋者，进也
《周易·彖》曰：“晋，进也，

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
进而上行……”说的是：晋，寓
意着进步、发展，如日出东方，
光明出现于大地上，自然而明
媚，充满柔性的力量和阳刚之
美，欣欣向荣、昂扬向上。新
时代的山西山河如画、万木葱
茏，绿色成为普遍形态；解放
思想、久久为功，开放成为必
由之路；转型发展蹚新路，改
造提升优势产业，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致力于文旅融合发
展，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光
明大道上阔步前行。

百纳汾水，文明叶脉
棹歌素波，人文璀璨
历史是一条长河，上溯三

千年，昔周成王桐叶封弟叔虞
于唐国，后唐叔虞子改国号为
晋。春秋时晋国版图恰似一
片桐叶，而今山西地图亦如当
年成王剪成玉圭形状的那片

叶子，汾河是其主叶脉，百条支
流漫延省境，叶脉水丰而叶绿，
叶脉水枯而叶黄。数千年来，
三晋文化随汾水注入黄河，汇
入中华文明的永续血脉。

汉 武 帝 元 鼎 四 年（前
113），秋收之后，汉天子刘彻的
船队由黄河河口进入汾河，来
到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
祭祀后土。答谢完大地之母，
武帝乘楼船泛舟汾水，饮宴中
流。忽得南征将士捷报，正与
群臣欢饮的武帝于甲板上起
身，仰望长空雁阵南飞，白云秋
风，远眺汾河两岸草木葳蕤，菊
蕊流金，置身烟波浩渺、白浪滔
滔的汾水之上，感慨系之，把酒
而歌，作《秋风辞》：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
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
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越是面对浩大的流水，越

是容易使人联想到光阴易逝，
一去不返。孔夫子曾叹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
么，是什么让建立了千秋功业
并称“秦皇汉武”的一代雄主
悲欣交集、感慨万千？正是与
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浑然一
体、滚滚向前的浩荡汾水。汾

者，大也，然而汾河不仅仅是
水量丰沛，风光旖旎，她对华
北大地和繁衍生息于其上的
各族人民有上善之德，承载着
自上古以来中华历朝历代的
功过得失，在航运、水利、农
业、生态诸方面都有着举足轻
重的深远作用和历史影响。
早在汉武帝为之作歌的 5 个
世纪之前，西周春秋时期，晋
国发生饥荒，秦国载数万斤
米粮的大舟由渭水经黄河入
汾 ，源 源 不 断 输 送 晋 国 救
灾。这是公元前 647 年的事
情，它不仅是汾河航运史的
较早记录，更是“秦晋之好”的
历史见证。作为投桃报李，越
千年之后，隋开皇三年（583），
都城长安仓储空虚，文帝下诏
调“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以晋
粮援秦。唐开元年间，更是连
续 3 年，七百万石晋粮通过
汾、黄、渭反哺长安。可见汾
河通航能力和漕运吞吐量之

大，而其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
积极作用更是载入《晋乘·略》
《新唐书·食货志》等史册。

汾河，古称“汾”，又称汾
水，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
海经》载：“管涔之山，汾水出
焉。”诸种水文地理古籍均作
此说。经现代多次考察，认定
其源头在山西省宁武县境内
管涔山脚下的雷鸣寺泉，此处
立有“汾源灵沼”石碑，传统上
被视为汾河之正源。山西的
地理特征是表里山河，“左手
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
梁”，两大山系构造形成山西
境内忻定、太原、临汾、运城
四大盆地，古老的汾水贯穿
其中自北而南流入黄河，后
因龙门山与孤峰山间断裂作
用复活，中部陷落，南部隆
起，汾水被迫放弃古
河道掉头向西，在万荣
县荣河镇庙前村河口
汇入黄河。

洒水车在太榆路洒水作业洒水车在太榆路洒水作业，，
可看出当时的路面尘土还比较厚可看出当时的路面尘土还比较厚。。

上世纪上世纪8080年代所建公厕年代所建公厕。。

吸粪车清掏公厕粪便吸粪车清掏公厕粪便。。

19961996年环卫修理厂研制的年环卫修理厂研制的
公交移动公厕在五一广场投运公交移动公厕在五一广场投运。。

从上世纪从上世纪9090年代起年代起，，太原市学习太原市学习北京北京、、天津天津
等地做法等地做法，，大规模建设吊装式垃圾中转站大规模建设吊装式垃圾中转站，，逐步逐步
建立街办一级收集建立街办一级收集、、区环卫队二级转运区环卫队二级转运、、市环卫市环卫
局负责终端处置的机制局负责终端处置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