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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简 讯

本报讯 近日，汾阳市

高级职业中学与青岛海尔

滚筒洗衣机公司成功签订

协议，成立“订单班”。成

为汾阳市校企合作的典型

示范。

校企合作是企业、学

校、学生乃至社会共赢的

重要举措，是新时代学校、

企业和社会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必然选择，汾阳市高

级职业中学一直秉承“校

企联合、合作共赢、培育实

用性技能人才”的理念，根

据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需

求变化合理设置专业，持

续强化技能培养、专业实

训、顶岗实习工作，不断探

索工学结合、工学交替、产

学一体的学生培养模式，

广泛开展校企合作，结合

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做

好“订单培养”，提高学校

培养实用性中等技能人才

的水平，促进毕业生就业

率 和 就 业 层 次 的 稳 步 提

升。

此次设立的“订单班”

是 该 校 的 一 大 突 破 性 尝

试，极大地提升学校职业

教育水平、增强学生动手

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就业

率。“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企业负责将企业

文化及技能培养课程植入课堂，学校负责文

化课及专业基础课教学，学生利用假期到企

业带薪见习，高二结束后到企业带薪跟岗实

习半年、顶岗实习半年，实习至学生毕业结

束，结束后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该校

负责人原岳和对笔者说道。

通过成立“订单班”，使得校企双方沟通

更为密切，优势互补培养出更好、更多的实用

性、技能型中等专业技术人才。

（王岩 张素君）

狗年春节就要到了，小微在此给全市的父老

乡亲拜年咯，祝大家狗年大吉大利，家庭幸福美

满，工作顺顺利利。都说汾阳人过年比较讲究，

究竟是如何个讲究法？您知道吗？接下来的两

期内容，小微将带您一起了解汾阳人过春节的点

点滴滴，一起领略汾阳独特的春节文化魅力。

我们知道，春节俗称“过年”，是中国民间最

传统、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而在汾阳，还是最

显热闹、最富特色、历时最长的节日。一般来说，

它从当年腊月初八开始，一直要到次年正月十六

过后才结束。汾州民间始终秉行这样一种认识：

春节，既是岁尾，也是年初。这一段时间，就应该

休息、玩乐、访亲、会友，一方面，要用一年辛勤劳

作所得来祭祀众神和先祖，以感谢大自然的恩

赐，同时表达对如水消逝岁月的留恋惜别之意；

另一方面，要亲人团聚，朋友互会，共叙天伦，共

谋新筹，同时迎接春暖花开之日，期盼来年五谷

丰登，对四季寄以希望姣好之愿。所以，近乎四

十天的春节，汾州民间过得别有风味、喜气洋洋、

乐此不彼、热闹非凡，一片文明、祥和、醇厚之象。

每年一进腊月，汾州民间便有腊月初一“咬

炒”之说，就是家家户户炒玉米、炒黄豆、爆米花、

炒瓜子吃，一直“咬”到初七，“咬七不咬八”，谓之

“咬去百病”。

初八熬“腊八粥”，进行“腊祭”，而且家家要

吃豆腐，讲究“腊八不吃豆腐，阎王爷过来把你

住”。解放前，对于官府人家来说，腊八粥、豆腐

不过是家常菜肴而已；而对于平民百姓，那便是

稀罕物了，只有到了佳节临近，才能找个说法奢

侈一次，所以倍感兴奋。

吃过“腊八粥”，就意味着春节来临，过年的

气氛也就逐渐浓了。此后，城镇乡村轮番举办集

市庙会，家家户户开始购置年货，鸡鸭鱼肉、茶酒

油酱、糖饵果品、南烧北炒、窗花墙画、香烛蜡纸、

烟花爆竹、衣帽鞋袜等等，视家底穷富，量力而

买。但那满街满巷的红红绿绿、不绝于耳的叫

卖、熙来攘往的人群和人们满脸无法掩藏的喜

气，把整个空中都陶醉了。

到腊月二十三，“小年”就到了。小年也称“交

年”，是大年的前奏曲，谓新旧交替，除旧换新。每

年的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都要买粞瓜供奉“灶王

爷”（意在用糖类供品粘住“司命菩萨”也叫“灶君

司命”的嘴，只进吉言，不说坏话），晚上鞭炮齐鸣，

俗称“祭灶”，送灶王爷上天，这是小年活动中的全

民大祭祀日。这一天，无论官民，家家送灶；不管

贫富，只要顶门成家过日子，灶台墙上就得贴张灶

王神像，在神像旁边左右书“上天言好事下界送吉

祥”的对联，把灶王奉为主宰家庭平安兴衰的“一

家之主”。现在，这一习俗在农村依然盛行，而在

城里却已经分明淡了许多，随着社会生活和时代

风习的变化，人们对灶神的理解和寄予的希望也

已有所不同，灶王形象和职责的变化，实质上是人

们关于灶王神职观念变化的结果。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有一首民谣，便在汾阳

的大人小孩口中不断地念叨开了：

二十三，打发灶马老爷上了天。

二十四，洗衣掸尘扫房子。

二十五，买下一筐胡萝卜。

二十六，割下几斤猪羊肉。

二十七，焯好豆芽洗了脚。

二十八，黄的白的蒸下一簸箩。

二十九，提上瓶瓶打烧酒。

三十儿，门神对子贴到街门儿。

腊月三十是最忙的日子，俗称“忙年”。白天

一整天，大人小孩儿齐动手，先是贴门神、贴春

联、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贴挂千、插柏叶、挂

门笺。汾阳民间讲究有神必贴，每门必贴，每物

必贴，所以春节的对联数量最多，内容最全，即使

是壁橱衣柜、粮瓮面缸，甚至是鸡窝狗窝、猪圈羊

圈、牛棚马厩都要贴。门笺，福字、窗花、年画、挂

千、柏叶、门笺，这些都具有祈福延寿、装点居所

的民俗功能，在农村十分讲究。

中午，家家户户要吃羊肉“翻身火烧”，意为

一年熬到头，祈盼翻身好日子。到了晚上七点左

右，大人小孩儿开始守岁，这是我国民间在除夕

都有的习惯，在汾阳也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

一，家人终夜不眠，以待天亮，俗称“熬年”。熬年

有两种寄义：年长者熬年为“辞旧岁”，有珍爱光

阴的意思；年轻人熬年为“迎新年”，是为延长父

母生存的年限。“熬年”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

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

直要吃到深夜。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

闹最愉快最祥和的时候。大年夜．丰盛的年菜

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

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

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桌上有

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了两样东西，一

是“饺子”（交好运），一是“月饼”（大团圆）。这时

候，人们什么也不想，只图除旧岁迎新年，吃团聚

饭享天伦乐。这一年一度的年夜饭，充分表现出

一家子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

之间的瓜葛更为精密。家人的团聚往往令一家

之主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满足，老人家眼看儿孙

合座，一家巨细共叙天伦，已往的关怀与扶养子

女所支付的心思以及精力总算没有白费，这是多

么的幸福。而年轻一辈，也正可以借此机会向父

母的养育之恩抒发感激之情。在做“年夜饭”时，

有的人家还要另烧一盆饭，要供过年，叫作“隔年

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

昔年粮的意思。

午夜十二点，在过去，大人小孩儿开始放爆

竹、接诸神。放爆竹，汾阳民间有“开门爆，鸿运

到”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

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

声除旧迎新纳洪福。随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增

强，加之现在通讯手段的先进发达，人们可能更

多的愿意把燃放鞭炮改为拿起手机给亲朋好友

发条春节祝福，亲朋善友彼此送出新春祈愿来互

相祝贺新年的到来！因而，一条条依靠着对新年

祝福的短信便将平时繁忙的人们接洽起来。

接神是同时进行的，为新旧年分野，子时一

到就开始举行仪式，接灶王爷、财神、菩萨等诸神

下界，供起天地桌。这是民间“狂欢夜”的开始，

这时候，人人换穿新衣服，大人们互道新禧拜年，

孩子们向大人讨要压岁钱。拜年时，晚辈要先给

尊长拜，祝尊长长寿安康，尊长可将事前准备好

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

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

穿线编作龙形或心形或锁形，置于床脚；另一种

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

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赐给，亦可在年

夜孩子入睡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

下。这一习俗至今仍然盛行。拜完年，全家要再

吃一顿素馅饺子，谓之“五更饺子、团圆饺子”。

在百十个饺子里，只有一个放有硬币，说是吃到

这个饺子的人，一年诸事顺遂。吃完饺子，有的

去睡觉，有的继续看“春晚”，有的则打打扑克、拉

拉家常。不过，睡觉的时候，如果是小孩儿，脱下

的新衣服大人一定要给遮盖起来，谓“避晦气”！

下期小微将继续为您展示汾阳人如何过春

节，汾阳人过春节的习俗纷繁复杂、讲究颇多、耐

人寻味，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

有了大的改变，但是，汾阳人民企盼美好年景、百

姓追求和谐生活的愿望却更加浓烈。敬请期待！

本报讯 近日，汾阳市总工会

举办以“喜庆十九大 共圆中国

梦”为主题的党的十九大精神知

识竞赛暨万名职工百题知识竞

答，来自该市 16 个乡镇、21 个系

统工会派出的 37支代表队参加了

本次知识竞赛。

活动中，吕梁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海生对我市

总工会的一系列工作给予了高度

赞扬。汾阳市总工会能将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摆在工作首要

位置，而且能通过宣讲、演讲、书

法、绘画、剪纸展及知识竞赛等多

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推进，形

式多样深入干部群众心中，从不

同角度充分展示了全市干部职工

的良好精神状态及风采，充分体

现了工会组织的政治性、群众性

和先进性。他同时强调，2018 年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希望汾阳市总工会再接

再厉，真正实现“学懂做实”。

本次知识竞赛活动共角逐出

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

五名和优秀奖若干名，分为预赛、

半决赛、决赛，最后由 10支代表队

伍参加决赛，其中一等奖花落该

市杏花镇和财税系统。

（陈月飞 魏一娇）

本报讯 进入节前寄递物流高峰

以来，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全市寄递

业治安管理，有效遏制物流寄递渠道

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切实做好物流

寄递业堵源截流工作，近日，汾阳市公

安局治安大队特行中队对全市物流寄

递业开展了安全大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民警查看物流寄

递业主及从业人员是否落实验视制

度、实名制、开箱检查制等规章制

度，要求业主加强责任意识，强化从

业人员管理，严格落实实名收寄，严

禁利用物流寄递业渠道贩涉爆物品、

毒品、危险化学品、管制刀具等的禁

寄物品，发现可疑情况要立即向民警

报告，确保不出现寄递违禁物品的情

况发生。

据统计，此次共检查辖区内物流

寄递业 28 家，当场整改安全隐患 12
处，行政处罚 1家。

（陈月飞 任一君）

本报讯 2017年以来，汾阳市贾家

庄镇按照全市推行河长制“明确目标、

落实责任、长效监管、严格考核”的要

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的工作作风，三步走扎实开展全镇河

长制工作。

严格执行实施方案规定的河长巡

河工作制度。贾家庄镇镇级河长每月

巡河一次，村级河长每周巡河一次，并

将巡河情况及问题处置情况及时归档

立卡。截至日前，镇两委班子成员开

展巡河 16 次，查找突出问题 20 余件，

切实解决问题 14件。

以广播、横幅标语、宣传单等形式

多渠道多样化广泛宣传。在全镇各级

行政村广泛宣传河长制工作的具体内

容以及重大意义，引导广大农民群众

规范河旁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劝导企

业加大废污水回收和重复利用，实现

污水资源化和废污水零排放，从而形

成自上而下、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协调全镇各行政村对区域内的河

流沟渠开展卫生大整治工作。重点专

项清理河道内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同时加强日常管护，定期巡护，确

保入河垃圾“零反复”，坚决改变河道

“脏、乱、差”现象。 （陈月飞）

本报讯 去年以来，汾阳市栗家庄

乡立足该市“三五战略”，围绕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广、实、严、好”四字为方

针，切实做好该乡干部职工和新一届

农村两委主干的培训工作。

培训范围做到“广”，即对该乡 34
个村党支书、村主任、村两委成员及包

村乡镇干部职工近 238 人进行包括十

九大精神宣讲培训、《准则》《条例》集

中学习等多项培训，保证栗家庄乡培

训工作的覆盖面和参与度；培训内容

做到“实”，即将培训内容不仅包涵十

九大精神、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等理

论政策的培训，还涵盖了有关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制度、农业农村实用技

术等的培训，做到培训内容实用，指导

性和实践性强；培训纪律做到“严”，即

在培训过程中严肃培训纪律，在该乡

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和考勤通报制

度，并填写学员登记表，如实记录学员

参训情况；培训效果做到“好”，即通过

培训明确村两委主干职责，使得村两

委树立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的意

识，立足各自村情村况，谋划适合本村

发展的思路，为汾阳市“三五战略”贡

献力量。 （王岩）

近日，汾
阳市太和桥街
道办以盲人宣
传队说唱十九
大的独特形式
将十九大精神
在基层一线宣
传，进一步推
动了辖区群众
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图
为盲宣队正在
巡演。
陈月飞 摄

南薰楼,位于汾阳市南薰街道南关社区。建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占地
约100平方米，高17.26米，现为汾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汾阳市对南
薰楼进行保护性修缮，现已完工,重现雄伟壮观气势。图为南熏楼漂亮夜景。

李勇斌 摄

汾阳人如何过春节，您知道吗？（上）

汾阳市栗家庄乡：

紧抓“四字”方针 做好干部培训

汾阳市贾家庄镇：

三步走扎实开展全镇河长制工作

汾阳市总工会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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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公安局严查寄递网点 保障节前物流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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