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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火炉换了电暖，“烧煤取暖

辛苦不说还得弄脏双手，以后再也不

用干了”，“温度自己调节，想要多少

度就要多少度，今年可以过个暖和的

冬天了”……连日来，走在汾阳市太

和桥街道鼓楼北社区的街巷中，大概

老百姓们口中谈论最多的就是今年

的“煤改电”供暖改造工程了。一直

以来，由于该社区位于市内中心老城

区，其中的 400多户居民住的都是老

旧平房大杂院，街巷狭窄，房屋面积

小，危房较多，集中供暖在此处难以

实施，居民多年来一直烧煤取暖，急

切盼望能够解决集中供暖问题。今

年以来，汾阳市政府将该区域确定为

“煤改电”试点区域后，太和桥街道和

鼓楼北社区两级干部积极想办法，探

索争取并成功实施了“碳晶石墨烯”

煤改电项目。

统筹规划，整体部署，多方奔走

定方案。为了确保此次“煤改电”供

暖改造工程正常供暖，该街道社区

成立了“煤改电”供暖改造工程专项

领导组，确定各责任部门具体分工、

协调配合，责任到人。该街道和社

区干部在了解到阳泉煤改电效果明

显，群众反映较好的情况后，立即赶

赴阳泉进行考察，对设备安装、取暖

效果、费用计算、电价补贴等情况进

行了详细、充分的了解；同时积极与

设备生产企业、供电公司、经信局等

单位联系多方沟通对接。

强化质量，协调配合，保质保量

推进度。实施“煤改电”项目，需要协

调多个部门，在其他地方居民进行

“煤改电”要跑七八个单位盖章、审

核，手续非常繁琐。太和桥街道和社

区干部为了能让居民不受冻，尽快享

受到方便干净的暖气，积极协调、多

方奔走，实现了让群众“一次也不用

跑”。一方面该街道主动入户征求居

民意见，了解居民意愿，挨家挨户做

宣传工作，在鼓楼北社区确定试点实

施 101户，取暖面积达到了 3945平方

米。另一方面主动与设备厂商、供电

公司和相关主管部门联系，实施电力

线路改造、安排电表箱、变压器等设

备的安装位置等工作。居民坐在家

中，只和街道社区干部“微信”对接，

便有人上门入户全方位进行服务，根

本不必跑冤枉路。

主动担当，化解难题，急群众之

所急。“煤改电”供暖改造工程在实际

的推进过程中，由于涉及居民 101
户，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很多，该

街道和社区干部敢担当善作为，积极

化解矛盾，保证了工程速度和质量，

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以社区居民

康锦绣为代表的部分居民更是自发

地为鼓楼北社区送来了题为《“榜

样”——情暖百姓心》的感谢信。

满园春色关不住，生态太和竞

芳菲。在寒冷的冬日，汾阳市太和

桥街道鼓楼北“煤改电”供暖改造民

生工程真正地温暖了全社区老百姓

的心。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6 日 22
点 19 分 ， 纪 录 片 《中 国 影 像 方

志·汾阳篇》 在 CCTV-10科教频道

播出，该片从引言、地名记、考古

记、民俗记、古城记、发展记、当

代记、后记等部分讲述了汾阳的

前世今生。该片由中共汾阳市委

宣 传 部 、 汾 阳 市 新 闻 办 协 助 拍

摄 ， 节 目 播 出 后 引 广 大 观 众 热

议，大家纷纷为节目里提到的汾

阳悠久历史，厚重酒文化、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秧歌以及近

年来汾阳发展变化和人民的幸福

生活而点赞。

作为大型文化影像工程，《中国

影像方志》以影像的方式为一个地

方立传，讲述生动传奇的地方故事，

展示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领略各

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是一部了解和

认识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

也是一个地方的“影像名片”。

（李勇斌 代晓雅）

近日，汾阳市隆重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演出，为现场观
众送上一场令人陶醉的视听盛宴。

演出在舞蹈《曙光》中拉开序幕，配乐诗朗诵《中国奇迹》、舞蹈《春
芽》、晋剧联唱《改革开放天地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小合唱《阳光
路上》与大合唱《装扮蓝色的地球》精彩纷呈，音乐快板《三进石头村》、
歌伴舞《不忘初心》等形式多样的节目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这一个个丰
富多彩的节目高度浓缩了汾阳改革开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情
讴歌了汾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汾阳人民
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此次演出以“兴文化，展形象，奋进新时代”为主题，集中展示汾阳
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光辉历程，奏响全市人民凝心聚力、开拓创新的恢
弘乐章。 代晓雅 郝健 摄

2018 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汾阳市紧紧围绕

“三五”战略工作部署，认真学习党的十

九大和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

神，大力推进文化名市建设，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美好生活的需要，展现

新作为，谱写新篇章。

文化服务体系渐完善 送戏下
乡惠民生

一是推进城区重点文化设施建设。

启动了集影视、演艺、会展、文博于一体的

“市文博中心”项目建设，继续完善市全民

健身活动中心，市级三馆一场（文化馆、图

书馆、美术馆、体育场）运行良好。二是加

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在全面完善乡镇

文化站基础设施，全面实施乡镇（街道）文

化站的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在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建设了“两馆基层综

合服务点”，并对乡镇所在地等 33个村级

文化活动场所实施完善提质。三是实施

文化扶贫。按照“2+5+2+1”的标准，完善

十三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村文化活动中心，

并予以经费补助。全年开通了贫困村、边

远山村广播电视户户通全覆盖工程 605
户，总数达到 38200户。

全年完成免费送戏下乡演出159场，其

中到石楼扶贫演出9场，邀请省话剧院演出

6场。深入贫困边远乡村送春联 11000余

副。实施一村一月免费放映一场公益电影，

截至目前完成放映 3618场，并为寄宿制学

校和养老、福利院等放映260余场。试行政

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乡村农民群众

1500人次进城观看院线电影。

充分发挥地方文化优势 深入
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利用酒文化博览会、名特功能食品

展销会、贾家庄 8.28乡村旅游节等，发挥

汾阳地方传统文化优势，突出地方文化

特色，推动汾州文化交流传播。围绕春

节、创卫、创文和文化遗产日、“七一”“八

一”等主题，举办春节文化活动 38项、“文

化汾阳百姓大舞台”22 场和鼓锋晋剧团

成立 70周年回报社会惠民演出专场。围

绕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承办了以奋

进新时代为主题的乡镇、市直文艺调演，

全面推进文化进万家。此外，大力开展

文化进景区活动，举办“贾家庄杯”中国

农民丰收节农事活动挑战赛、“体彩杯”

重阳节石盘山登山运动会、贾家庄一二·

九半程马拉松赛等活动，先后举办乒乓

球、门球、街舞、太极拳、广播体操等多项

多次全民健身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获得感，促进了文化、体育与

旅游的融合发展，

重视非遗保护传承 晋中文化
生态保护区建设进展良好

汾阳市抓住 2010年列入国家级晋中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机遇，扎实开展全域

文化保护和非遗工作，全市非遗项目达

到 53项。继续推进晋剧、汾阳地秧歌、锣

鼓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进校园、进

乡村（社区）传承活动。在杏花村镇启动

了 102 名学员参加的第二期晋剧成人培

训班。保护电影门类特色非遗项目，揭

展了“李云山电影展览室”。在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举办了主题为“多彩非遗·美

好生活 ”的全市非遗项目展演、展示、展

览、展销等活动，组织该市禹门河小学、

南门小学等中小学师生及社会群众到非

遗馆、贾家庄贾街非遗一条街参观体验，

切实推动了非遗融入日常生活。

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营造时代
文化氛围

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一是汾阳大剧

院建设项目，总投资 2.9亿元，总面积 2.65
万㎡。目前完成了选址、科研、土地预审

等手续，2018年 11月 2日已挂网招标，11
月 23日开标。工程拟实行 EPC总承包办

法，招商垫资建设。二是汾阳市全民健

身中心项目。投资 604 万的主体工程已

完工。届时作为一个小型体育馆，可满

足六个以上项目的室内训练和比赛，并

支持开展全民体质监测工作。

结合“扫黄打非”、创建平安文化市场、

文化下乡等重点工作，汾阳市在全市文化

领域集中开展了整治群众身边腐败、民生

领域腐败问题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组织

该市歌舞团、鼓锋晋剧团、职业艺术学校等

3支文艺演出团队和 13个电影放映队深入

乡村开展宣传。截至目前，共张贴标语159
条（含电子屏滚动播放）、制作展板67块、设

置电脑屏保 1013台、创作并表演宣传节目

两个、举办（联办）宣传演出8场。电影放映

队先后深入全市 201个村、12所学校，开展

主题宣传放映 385场，送戏下乡惠民演出

团队开展主题宣传演出 12场。积极培育

文化新型业态，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实现了文化市场安全无事故。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培养高效
为民的文化队伍

按照新时代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

的新要求，汾阳市围绕时代主题与当前

中心工作不断强化组织建设和队伍建

设。先后组织全系统党员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长 风 破 浪 会 有 时 ，直 挂 云 帆 济 沧

海。在新的一年，汾阳市以发展文化为

主抓手，在文化惠民、文化利民、文化产

业改革创新、文化队伍建设上下功夫，久

久为功，为繁荣汾阳市文化事业贡献新

力量。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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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像方志·汾阳篇》在央视播出

“群众一次都不用跑”
——太和桥街道鼓楼北社区“煤改电”工作纪事

□ 樊壮壮 刘慧波

稳扎稳打兴文化 与时俱进促发展
——汾阳市大力推进文化名市建设综述

□ 代晓雅 李勇斌

汾阳市举办庆祝改革开放汾阳市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文艺演出周年文艺演出

汾阳自古将星璀璨，两千多年来，在这块

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彪炳史册的著

名人物。他们就像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

射出耀眼的光芒，成泽民就是其中一位。他戎

马一生，战功卓著，为后人树立了楷模，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本期小微和你

一起，透过弥漫的战火硝烟，追忆这位名将的

传奇人生。

生平简介
成泽民，沈阳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大校军

衔。1918 年 3 月出生于汾阳市肖家庄镇望春

村，1932 年入河汾中学 （现汾阳中学） 读书，

1937 年 3月投笔从戎投身抗日，同年 10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革命生涯中，他历经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建国后又三次率部进军

西藏，历任指导员、干事、教导员，团政治委

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

部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等职。

成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代

表，先后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

章、二级解放勋章，在 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

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汾阳籍在外人士

中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之一。

革命生涯

成泽民早年接受进步思想教育，1937年 3
月参加山西军政训练班，热情投入革命，一心

抗日救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西平遥游击

支队二大队政治指导员、太岳部队十一旅三十

一团一营政治教导员等职。先后参加了百团大

战、浮翼、青浮、上党、长治等战役、战斗。

期间，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表现出无

私无畏、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对共产主义事

业的赤胆忠心。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对敌斗

争的方针政策，不断总结对日作战经验，积极

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部队多

次出色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围剿，有力地打击

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嚣张气焰，

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

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成泽民历任太岳区十一旅

三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第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

六团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中原战

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作战中，他身先士

卒，英勇顽强，指挥果断，出色地完成了上级

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

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他坚持走

群众路线，善于发扬军事民主，注重调动和发

挥各级指挥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地开

展战时政治工作，因功绩显著，被评为二等功

臣。新中国成立后，成泽民历任第十四军四十

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第

十四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等职。期间，他带领

部队先后三次进军西藏参加剿匪任务，歼灭了

盘踞在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保护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任师政治委员时，

他在西藏平叛战斗中负责昌 （都） 南地区总指

挥工作。他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

性，全面深入地分析情况，客观果断地处理问

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别是注重宣传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把叛乱分子与不明真相的

普通群众区别开来，很快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

律，一举全歼昌南地区守敌，为夺取全国最后

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泽民历任第十四

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沈阳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

员等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

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身作则，严格要求，

求真务实，勤奋工作，赢得了广大官兵的尊敬

和爱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深入部队调

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为我军的革命

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成泽民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关心党和国

家的前途命运。他一生热爱学习，关心时事，

年迈时仍专心研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在政治上、思想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表现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

着追求。

心系故乡

从军几十年，成泽民心系故乡，关注和支

持家乡汾阳的繁荣与发展。建国后，多次回汾

并帮助村中购买当时非常奇缺的拖拉机等农机

具。他早年毕业于著名的河汾中学 （现汾阳中

学），1998年深秋，曾携夫人回汾参加汾中校

友联谊会，与市领导共话家乡改革。同时，提

出了“传统观念的更新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

性”等问题，在家乡思想文化界引起了长久的

共鸣。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为了缅怀先烈，坚持改革

开放，当年 4 月 1 日清晨，成泽民及其夫人和

部分子女再次回到故乡汾阳市望春村，亲手在

烈士墓前栽下象征着革命和奋斗精神常青的幼

树。当天下午，参观了杏花村汾酒集团公司，

他为汾酒事业近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回到酒

都宾馆时依然兴致勃勃，吟诗一首：“尽善尽

美杏花村，山西经济带头人。与时俱进保质

量，品牌创新似日红。”

成泽民曾担任过“沈阳汾阳同乡会”的会

长，据沈阳汾阳同乡会的张庆堂回忆说：成老

对家乡汾阳非常关心支持，就在他临终前两个

月还给家乡朋友写信说：“我今年已九十岁

了，俗话说：人老怀旧，落叶归根，我回故乡

居住是不可能了，但对生我养我的故乡，对培

育我成长的河汾中学却是终生难忘。怀念之

情，有感成联：故乡情深似海，汾中史韵如

歌。”同时又捐款 1000元，用他的实际行动给

我们做出了榜样。

相关著作

成泽民离休后，仍关心党的事业和军队的

建设，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分别在 1992 年

和 1995 年同廖运周、梁凯元、甄连生等编撰

了 《战斗在高原》、《甄华纪念文集》 等，并于

2002 年 3 月出版 《往事杂忆》，具体地介绍一

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斗争历程；介绍一些

所接触到的、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战友和人民

群众；介绍一些我们党、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

友们领导革命战争的实践活动。

刘慎思将军读成泽民写的 《往事杂忆》 后

有感留诗：图文并茂记真情，亲情友情战友

情。金戈铁马跃神州，洒向卒伍都是情。连天

烽火战倭寇，灭蒋平叛率重兵。武略文韬固塞

外，一身风范步晚晴。

在纪念建军 80 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新

影制作中心、南京电视台和北京军苑文化交流

中心联合摄制了 《回望硝烟》，高龄的成泽民

同一百多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一起回忆硝烟岁

月，讲述了他们的战斗人生，讴歌为建立新中

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儿女，展示我军高级将

领的风采和情怀。

2007 年 3 月 2 日，成泽民在沈阳逝世，享

年 90 岁，2008 年 6 月 13 日安葬于沈阳市菩遥

山墓园 （将军苑）。

“不忘过去、珍惜现在”。成泽民是汾阳人

民的骄傲，他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

的功绩永载史册，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忠贞的

爱国情怀、以及视死如归的伟大民族之魂将永

远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