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时节，吕梁山上草木葱郁，处处都可以

看到植被茂盛、绿意浓浓。

6月22日，记者来到交城县西社镇东社村，一

进村口一条清澈见底的文峪河流淌而过，整个村

落背靠卧龙山下，站在高高的山岗眺望而下，古老

的村落与新修建的村落星罗棋布、井然有序，形状

就像是一艘远洋的“航母”载着乡亲们奔向幸福的

远方。

这依山傍水的“鱼米之乡”，恰似“世外桃源”

一般，点缀在山河之间。

抚今追昔，回忆峥嵘岁月

古老的村落总有它动人的故事。东社是历

史古镇，曾经是交城“四大古镇”之首，长期为镇、

乡、区等政府所在地，1937年前为东社镇、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交城县第三区区公所驻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为东社乡，周平人民

公社、钢铁人民公社、东社人民公社驻地等，当时有

乡政府、供销社、新华书店、粮站、食品站、邮电所、

银行、副食加工厂、木业社等。

利害相随，东社村由于后期交通的闭塞和经

济的落后，保留了一些历史建筑集中成片的街区，

呈现着真实完整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这些遗

址如今都基本保存完好。

东社村曾经有关帝庙、东西观音堂、孤神庙、药

王庙、城隍庙、河神庙、东西庑殿、天主堂等大小10
余座，在1937年日寇侵略前，它们包容开放，孝文

帝的“孝”文化和弧突的“忠”文化在古镇汇合、交

融，儒、释、道、天主教多元共享，和谐相处，到处飘

散着历史文化的芳香。

红色遗迹在古镇更是星罗棋布，日本侵略中

国后，东社及截岔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区位和地势

成为防御和抗击日军的前沿阵地，是晋绥边区通

往太原的枢纽和门户，是八分区活动的重要场所，

也是通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咽喉要道。

据东社村党支部书记张茂堂介绍，从1936年

红军东征进驻东“开仓济贫”三天时间里，不仅宣

传抗日思想，还打开公聚成粮店，开仓济贫。1937
年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的试验地和活跃地，有

战地动员会、山西牺盟会、工卫旅、决死队、太原成

成中学、八路军120师、师生游击队、交城游击队、

八行署、八分区、阎军骑兵第一师等成为国共合作，

抗日救亡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前

沿屏障，期间发生了震惊山西的“东社事件”。

交城县抗日游击队于村内关帝庙成立，组建地

方武装常芝青任县长，文水县抗日政府曾在东社长

期驻扎，工作于张氏拔贡院，县长顾永田，领导文水的

抗日斗争，东社相继经历了沦落为敌占区的煎熬，到

1944年红军“夜袭东社”的战略反攻，才迫使日军于

11月21日撤离东社。

最让东社村村民骄傲的是，在过去漫长的岁

月中培育了自己优良的本土文化，创造和积累了丰

富灿烂的历史文化，珍藏了数量众多的文物古迹、

旅游资源、红色史料和传统文化。

东社记忆，重振古镇风韵

商贾云集，一时繁华的东社是交城商业重镇，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古镇最辉煌时期。

当时东社车水马龙、买卖兴隆，村内卧龙街上，

店铺一家连着一家，各种店铺商号、作坊60余家，拥

有以永茂盛、公聚成、吉义恒为首的粮店十几家，聚

祥永和富兴恒当铺两家，有磨坊、油坊、骆驼店、车

马店、绸缎店、染坊、客栈、饭店、杀坊、饼子铺、杂货

店，中药铺、钉鞋铺、银行、警卡、税卡等，每天从东

头到西头、石坡至油糕铺，驼铃不断，此起彼伏，熙

来攘往，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素有“小北京”之美誉。

目前，该村现存的传统建筑独具一格，文化

丰富，每一扇门后，都隐藏着神秘的往昔，每一道

高墙，都讲述着传奇的历史。

它们有着强烈的区域性，而这种魅力则是古

镇百姓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及营造方式

之差异的折射，具有历史、文化、科技、艺术等多方

面价值，是古人给东社村留下的珍贵文化瑰宝。

合理保护和适度开发，东社古镇必将成为交

城山区的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极具旅游价值。旅游规划工程负责人王

建明对记者说：“我们正在修建一条通往卧龙山上

的旅游栈道，全长380米左右，788个台阶，全段配

备 35个路灯，中间修建一个凉亭，山顶修建观景

台，等到8月初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弘扬老区精神，致力桑梓腾飞。东社村民间

能工巧匠层出不穷，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泥瓦匠、

弹花匠、木匠、铁匠、石匠、修车匠等，手工、饮食、

风俗、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非常多，其中村民

解爱英堆绫技艺享誉三晋，她把丝绸变成浮雕并

发展到极致，作品出类拔萃，多次获奖，成为山西

省民间文艺美术大师，山西民间文化遗产杰出传

承人，交城堆绫刺绣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最近还

荣获山西省工艺美术博览会一等奖。

“我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交城堆绫艺术，掌握

堆绫技艺。保护、传承并创新交城堆绫这项古老

的非遗技艺，这是我终生的梦想。”解爱英说。

如今的东社村发展迅速，从辉煌到落寞再到

燃起希望之火，这把火将会越烧越旺。

借鉴优势，打造红色旅游

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文化旅游，红

色旅游的热度近年来节节攀升，正逐渐成为热门

出游的主题之一。

东社村青山绿水，村容村貌基础较好，通过

深入挖掘村情村史、商业文化、民俗历史文化的同

时，更加彰显红色文化，建设独具特设的东社乡村

记忆馆，复制抗日政府院落、东社战斗旧址、修缮

一部分红色遗址、拍摄东社战斗微电影等工作。

通过打造红色革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

多的人瞻仰革命先烈，感悟榜样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张茂堂一边走一边伸起手来比划着说：“这样

就能带动全村1500余人享受红色旅游红利，我们

还要把乡村记忆馆与红色景点同交城全域旅游相

结合，挖掘文化底蕴，打造古镇旅游区和景点，为

东社村的转型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以来，村里的变化焕然一新，村里

修了路，修了房，环境也大幅度提升，这两年又依

托村里的文化和红色资源优势搞起了红色旅游。

52岁的闫玉奎前些年一直外出打工，挣下的钱

也刚够家里家外开支。这几年回到村里开始种地，

还是没啥起色，这不赶上了村里打造红色旅游村，让

老闫高兴地不得了，一合计：开个农家乐吧，自己家

做门店又不用掏租金，划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期，老闫已经开始筹划

开自己的农家乐，房子和鱼塘已经准备好了，就等

着村里把红色旅游这一块打造完成后一同开放。

“听老一辈人讲以前的东社村特别繁华，来

往的商人也是络绎不绝。作为东社本村人，我想

继续发扬老一辈人的精神，让当时的光辉情景再

现东社，这样我的农家乐也就不愁了。”老闫对以

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结合乡镇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红色资源以

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把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有

机结合，充分挖掘与红色相融合的地方民俗文

化、民族文化，配套开发生态休闲、农家乐等项

目，增加旅游景区的吸引力和游客驻留时间，

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把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最终实现美丽宜居、

观光旅游为一体的新农村。”交城县西社镇镇

长闫宇宏说。

忆往昔，今非昔比。东社村这个古老的村落

正在重现当年的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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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汾阳市阳城镇境内的大田农作物进入生长旺

盛期，田间地头到处是早出晚归辛勤劳作的农民。

近年来，汾阳市坚决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坚持“政府

推动、政策扶持、科技引领、农民自愿”的原则，做足特色农业

“特”“优”文章，做强做大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产业，加快构建

现代产业循环体系，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精心打造“一田

两园三带十基地”，着力补齐农业产业短板弱项，全力推进农

业特色产业发展。

记者 郭炳中 摄玉米地里拔草的农民玉米地里拔草的农民

靳村一望无际长势喜人的田野靳村一望无际长势喜人的田野

卧龙山下的一艘远洋“航母”
——来自交城县东社村的报道

□ 本报记者 王洋

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近 几 年 ，6 月 底 到 7 月

初，每当夏播玉米长到 3 片

叶以上时，往往会出现心叶

发黄、扭曲，好像是除草剂药

害，有时候刚展开的心叶上

有不规则的黄白色透明斑，

严重时玉米植株矮化不长，

这又像粗缩病的症状，大喇

叭口期前后遇雨心叶基部腐

烂 ，形 成 疑 似 顶 腐 病 的 症

状。拨开叶片顺着心叶往玉

米心里仔细观察，会有很小

的黑褐色或黄褐色小虫在爬

来爬去，这就是黄呆蓟马。

黄呆蓟马，成虫在禾本

科杂草根基部和枯叶内越冬，

春季 5 月中下旬从禾本科植

物上迁向玉米，在玉米上繁殖

2代，第一代若虫于 5月下旬

至 6 月初发生在春玉米或麦

类作物上，6月中旬进入成虫

盛发期，然后进入卵高峰期，6
月下旬是若虫盛发期，7月上

旬成虫发生在夏玉米上，该虫

为孤雌生殖。干旱、麦糠覆盖

是夏播玉米田黄呆蓟马发生

严重的主要因素，缺水缺肥、

路边、沟边的玉米受害重。

遇旱浇水并追肥，是防

治玉米黄呆蓟马的一项实用

农业措施，当发现黄呆蓟马发

生严重时，应尽快喷药控制。

选药：吡虫啉加菊酯类

杀虫剂、阿维菌素加啶虫脒、

噻虫嗪加菊酯类杀虫剂等药

剂对黄呆蓟马都有较好的防

治效果。

喷药：在早晨或傍晚比

较凉快的时间喷药，最好选

用直喷头，把药液喷到玉米

心里，在药液中加进含锌的

叶面肥，在防治黄呆蓟马的

同时给非常喜欢锌的玉米补

充锌营养，促进玉米健壮生

长的效果非常显著。

赵占周

夏播玉米要注意防治黄呆蓟马

本报讯 （记者 张文慧 冯海砚） 7 月 6
日，记者来到位于离石区田家会街道马家村

的山西蒲谷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化生

产车间，一片热火朝天、紧张繁忙的生产景

象。

连日来，吕梁市区天气烈日炎炎、热浪

滚滚，最高气温达到三十六七度。面对热浪

扑面的持续高温，奋战在城市一线的环卫工

人不惧酷暑考验，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辛

勤的汗水，诠释了环卫工人吃苦耐劳、奋勇

拼搏，用实际行动为全市创建文明城市默默

奉献的精神风貌。

今年 5 月份，全市创建文明城市启动以

来，山西蒲谷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始终坚守

企业责任，从户外广告的规划布局到引导企

业员工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再到企业

文明创建，积极投身全市城市文明创建，以

实际行动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作为一家

新时代的企业，不仅要参与到城市文明创建

中，而且要全身心、大力度支持全市城市文

明创建。”连日来，公司负责人蒲苇当即决

定，拿出价值 20余万元的凉茶免费赠送给市

区 2500名环卫工人，为他们送去夏日里的一

丝清凉，一份关怀。

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接到生产任务后，

迅速行动，加班加点，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

入到药茶生产中，掀起了新一轮生产热潮。

据介绍，山西蒲谷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

代企业，现有员工 300余人。已建成 2000平

方米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和 3 条标准化生产

线，可实现年产 300万盒养生药茶产品，公司

年产值可达 6000 余万元。公司每一份产品

均以吕梁关帝山原始森林天然野生道地药

材、有机食材为原料，经高科技生物技术加

工而成。产品主要分为代用养生药茶、功能

性食品和保健食品三大类共 16 个品种。“蒲

谷香”药茶被山西药茶产业联盟授予“山西

药茶”区域公用品牌，并荣获第 105届巴拿马

万国（国际）博览会银奖、“山西药茶十大创

新品牌”“山西功能食品十大创新孵化品牌”

等近二十项殊荣。

““蒲谷香蒲谷香””农业科技公司加班加点赶制凉茶农业科技公司加班加点赶制凉茶————

2020万元的万元的““清凉清凉””将送给将送给25002500名环卫工人名环卫工人

工人们正在赶制凉茶。 冯海砚 摄

汾阳市大田农作物进入生长旺盛期

本报讯 （实习记者 王
卫斌） 7月 5日，市人大常委

会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孙晋军主持

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卫成

印、刘凯、张建国、张振明参

加学习。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 话 和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

奖仪式上的重要讲话、在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三 十 一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等。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头

等大事，要切实增强学习的

责任感和自觉性，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和人大工作实际，

深刻把握精神实质和核心要

义，始终坚持理想信念、始终

牢记初心使命，更加努力工

作，使人大工作更好地服务

人民。

会 议 还 传 达 了 省 纪 委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办理

子女生日、升学等事宜“四严

禁、五倡导”》的通知精神。

刘凯以《弘扬抗美援朝精神，

为建设美丽幸福吕梁作出新

的贡献》为题作了党史学习

专题党课。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

本报讯 （实习记者 梁
英杰） 7月 8日，副市长油晓

峰深入新区项目百日大会战

现场就吕梁消防救援支队项

目、方山县大武安置小区棚

改项目、丽水苑项目进行调

研并召开建设专题会。

专题会上，相关单位负

责人分别围绕签订吕梁新区

丽水苑项目合作开发事宜，方

山县大武安置小区棚改项目

新增（变更）附属配套设施情

况，新区体育中心等建设项目

缴纳耕地占用税事宜，新区管

线综合专项规划设计等费用

事宜，吕梁消防救援支队项目

规划选址事宜等进行了汇报，

研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解决方案。

油晓峰强调，各相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百日大会战项

目建设工作，促进项目用地

规划设计、项目审批等各项

工作顺利推进；要进一步明

确相关机构职能职责，形成

工作合力，以更有效的措施，

推动吕梁新区建设迈上新台

阶；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补齐发展短板，高质量

完成百日大会战项目建设工

作，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7
月 8日，市委常委、秘书长、统

战部长乔晓峰出席我市各界

人 士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肝 胆 相 照 跟 党 走

携手奋进新百年”座谈会。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俊平，市

政协副主席刘继隆、薛爱平、

高永安、郝金光参加会议。

座谈中，8名党外代表人

士分别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畅 谈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丰 功 伟

绩，感念中国共产党的关怀

培养，展现了统一战线各界

人士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

足 本 职 、发 挥 优 势 ，建 言 献

策、助力发展的精神风貌。

乔晓峰要求，统一战线

各界人士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铭

记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和

衷共济、风雨同舟的光辉历

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广

泛凝心聚力；要把历史、现实

和未来贯通起来，认清历史

方位、把握历史大势，在对历

史的深入思考中切实做好本

职工作；要继续发扬合作共

事、服务大局的优良传统，继

续发挥各自在岗位上的影响

力、在行业中的引领力，为全

方位推动吕梁高质量发展凝

聚更大正能量、作出更大新

作为。

我市举行各界人士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肝胆相照跟党
走 携手奋进新百年”座谈会

油晓峰深入新区项目百日大会战
现场调研并召开建设专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