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初夏时节，万物葱茏。5 月 24 日，

“携浅夏芬芳、游壮美吕梁”2018全国网络媒体

吕梁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临县采风。来自人民

网、新华网、央广网、中国新闻网、东方网、大众

网、每日甘肃网、新浪、澎湃网等 40 余家中央、

省级重点新闻网站和知名商业网站的 70 余名

编辑、记者深入林家坪镇南圪垛村中共中央西

北局旧址、碛口风景名胜区，接受红色革命教

育，领略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厚重的风

土人情，用全媒体的手段和平台传播临县厚重

的历史文化。

临县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碛口古镇是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整个景区集黄河风情、晋

商文化、革命遗迹、明清建筑于一体，极具保护

和开发价值；临县是文化大县，在上万年的文明

演进史中，积淀了独特厚重的文化内涵，孕育出

三弦书、大唢呐、道情、剪纸、伞头秧歌等群众文

化艺术，伞头秧歌集音乐、舞蹈、民歌、武术、戏

曲等为一体，极具晋西地域特色，被命名为“中

国伞头秧歌之乡”。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文

珍在接受网络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希望网媒编

辑、记者把壮美的临县风光传播到全国乃至全

世界，让更多的人来到临县、记住临县、爱上临

县。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采访团参观了各

个陈列室，聆听了革命前辈们的英勇事迹，观看

了珍贵的历史图片和文物，进一步了解了淳朴

善良、勤劳勇敢、顽强拼搏的临县人民为了支援

革命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的事

迹；在素有“水旱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

的历史文化古镇碛口，采风团一行参观游览，共

同领略了昔日一代晋商的繁庶与辉煌，也见证

了黄河岸边的这个小镇靠旅游焕发生机的成

效。大家行走在街巷中细细品味了这座文化底

蕴深厚的古镇，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图片资料。

据了解，这次“携浅夏芬芳，游壮美吕梁”

2018全国网络媒体吕梁行大型采访活动，由吕

梁市委宣传部、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吕梁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山西新闻网承办，山西西流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支持。活动于 5月 21日在交城

启动，25 日在兴县结束。期间，采访团成员先

后深入交城、文水、方山、汾阳、临县等地采访报

道，参观采访点 17个，采访团以“媒体人眼中的

吕梁”视角，从各个角度聚焦吕梁的发展成就，

通过各大网站、微博、微信等网络传播平台和新

媒体渠道进行实时报道，网络转帖跟帖互动热

烈，营造了积极氛围，提高了吕梁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据统计，本次网媒行的编辑记者们共发

布原创稿件 100余篇，微博 300余条，新浪微博

话题#2018全国网络媒体吕梁行#阅读量达 38.9
万次，直播 8场，点击量达 26万次，省内外网络

媒体转载稿件 500余篇。 （文/图 刘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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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在经 300多年岁月冲刷而光

滑坚硬的石砖上，一个佝偻着背的身影低

沉呢喃：“欢迎客人你远道来，烧香许愿又

开怀……”怀抱着的三弦已经泛黑，只有拨

片处磨出白印，演奏者面前放着一只打赏

的木箱，任凭过往行人拍照，眼神始终望向

一处，从容淡定。这是一位在通往碛口黑

龙庙的石阶上卖唱的艺人。

行走在碛口，不经意间你可能会踩上

乔致庸行走过的石板路，或者路过孔祥熙

开过的义记美孚煤油分公司，还会遇到毛

主席东渡住过的窑洞，这里的点滴都在讲

述着这个黄河第一镇的峥嵘往昔，而岁月

荏苒后，这里保留了古老的房屋与街道，淳

朴的居民和慵懒的小狗，这所小镇所呈现

的隐忍与真实，无不在写照着吕梁热土上

的一方灵魂。

北方水镇，自然与文化的共同结晶

碛口之奇，在于它是很罕见的北方水

镇，依山就势面朝黄河，站在岸边，猛一下

让人想起依山面水的洪崖洞，这样的建筑

在南方不稀奇，在缺水的北方甚为罕见。

这里距离临县城南 48公里，位于黄河与湫

水河的交汇点，由于湫水河携来了大量泥

沙，挤占黄河水道，黄河河床在碛口由 400
米猛缩为 80 米，形成了一段 500 米长的暗

礁，河下是暗礁，河岸与河面的接触处冲刷

出了一条百里黄河水蚀浮雕，可谓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

碛口是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明

末清初时，这里船筏难行，西北各省的大批

物资由黄河水运而来，到碛口后，转陆路由

骡马、骆驼运到太原、京、津、汉口等地，回

程时，再把当地的物资经碛口转运到西北，

碛口成为黄河北干流上水运航道的中转码

头，可以想到，古镇碛口在当初慢商业循环

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它不仅是东西南北货

物的集散地，也是晋商商铺、字号密度最为

集中的地区之一。

财富流转，在碛口赚得盆满钵满的商

人们在码头不远的西湾、寨子山、李家山又

盖起了晋商大院，这些大院的完整保留成

为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真实奇特，让吴冠中痴迷的中国古镇

走在碛口，眼望这里古建筑的粗放奇

特，出出进进、高高底底，依山就势如诗如

画，巷巷相通又户户相连，前房后窑南北结

合，体现了极高的实用性，这一切都让处在

黄河晋陕峡谷自然风光中的北方水镇，有

了伸手可触的灵魂。

然而，这样一座小镇在京包铁路和同

蒲铁路相继建成后，逐渐走向衰落，日军入

侵山西，碛口的商业更是雪上加霜，随后的

五十年代，公私合营的趋势让晋商式微，自

那以后，在碛口及周边，留下的只有晋商老

字号和老商铺，以及散落在离古商道不远

的几处晋商古村落。如今，对历史过往的

缅怀只能通过岁月冲刷的砖瓦来感受，当

年有多繁荣，现在就有多落后。有趣的是，

这种原生态的岁月停滞竟受到了很多文化

学者的喜爱。上世纪 80年代，著名画家吴

冠中来碛口写生，发现了碛口镇的李家山，

他欣喜无比，以此作画，如同沈从文的《边

城》之于凤凰的意义，李家山也因吴冠中而

受到世人关注。

5月来碛口，游人不多，这里没有酒吧、

青旅、非洲鼓，有的只是生在黄河边高原上

缝着花布老虎的村民，甚至公共卫生间都

不太多，碛口就是这幅纯粹又原生态的样

子，迎接着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甚至甘

肃、宁夏、内蒙、河北，以及不少来自台湾的

同胞和日、韩的游客。

挣扎而固执，吕梁人的朴素灵魂

在碛口，你若看到有村民在水渠里洗

衣服，不必惊讶，原住民依然以原始传统的

生产生活方式在这里生生不息，这个不可

多得的活着的古镇，吸引着真正有文化涵

养的旅行者，他们因对真实历史文化的追

寻对这里大加推崇。

探究碛口的商业化进程缓慢，一是来

自官方对这里以保护为主，维护时用减法

不用加法，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体现原真

性。二是，来自于村民的执拗。碛口不收

门票是开放式景区，古镇景区产权为个人

私有，有的村民对古镇只是使用不注意保

护，甚至有人按照自己的现代化生活要求，

改造自家房屋，这个举动无意中破坏着古

镇的完整性。尽管旅游部门曾试图引进北

京的企业，对古镇周边的西湾村进行基础

设施的完善，但因村民和企业意见不一，未

能达成。这也让古镇和周边的农村一样，

既保留了原生态，又难以摆脱贫困的帽子。

2017 年，山西提出重点打造以“黄河、

长城、太行”为支撑的三大旅游板块，碛口

是其中黄河板块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依

托碛口龙头带动作用，打造吕梁境内 320
公里黄河旅游带，对于吕梁黄河沿岸攻坚

深度贫困极其重要，而现在，不论是吕梁当

地，还是省里的相关部门，都在为解决这一

问题创造积极条件。

“过去，旅游公司不主动推荐碛口，是因

为这里没有门票收入，旅行社没有利润，现

在，随着山西将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把文化

旅游产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举措，旅

行社也来到碛口，碛口的客源越来越旺。”碛

口旅游管理局副局长张犬照告诉笔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

华夏文明，哺育了中华儿女，而以山西为起

点，从黄河边环望远去，一种独特的中国视

角形成了。这里有吕梁，一个张着双嘴呐

喊，用脊背撑起家园的山区，这里有碛口，

执拗而向上的隐忍，坚持而不抱怨的朴实，

写就了这篇热土上的英雄故事与百姓精

神。

难忘那一把红枣，一张火炉里的热饼，

一盘油煎碗团，朴实的吃食里，沉淀着吕梁

大地上不屈的灵魂。

古镇碛口，从峥嵘中走来的原生态小镇
□ 文/图 刘生锋 郝宏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

省信访局关于开展全省信访基

础业务“规范化建设年”活动的

安排部署，进一步提高全县信

访干部基础业务技能。近日，

临县举办信访基础业务规范化

培训班。

培训期间，省信访局相晓军

处长结合“规范化建设年”活动

要求，深入解读信访工作网上登

记业务规范和依法分类处理信

访诉求工作规则，对信访基础业

务“规范化”“标准化”操作作了

详细讲解，授课既有格式规范剖

析，又有实际操作指导，既有处

理技巧指导，又有易犯错误示

例，使参训人员对规范化操作有

了全面、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县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少利要

求，所有培训人员要充分认识信

访基础业务规范化培训的重要

性，认真学习，切实推进信访基

础业务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信

访工作规范化水平。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具体、

实用，课程设置科学，理论联系

实际，内容活泼多样，具有较强

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

既学到了知识、拓展了思路，又

熟悉了业务，对扎实推进信访

基础业务规范化建设充满了信

心。各乡镇、各部门信访工作

分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共计

130余人参加培训。

（林泽彦 李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5月 11日至 12日，临县老干部局组织部分

副县级以上离退休老领导、全县离退休干部

支部书记及老年大学校委会成员共 70多人，

赴革命圣地延安和梁家河村参观学习，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学习延安精神、梁家河精神。

11 日下午，大家来到延川县文安驿镇

梁家河村，这是习总书记插队落户、劳动生

活过 7 年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习总书记

留下了宝贵的梁家河精神，这种精神正激

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奋

进。在这里首先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庄

重而严肃的氛围中，面对鲜红的党旗，老同

志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面向党旗重温

入党誓词，再一次郑重地作出自己对党的

庄严承诺。那一句句铿锵誓言展示了老党

员们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和勇气，激发了大

家的对党的情怀。接着参观了习总书记当

年住过的窑洞土炕和劳动过的打谷场，见

证了他建起来的沼气池和知青井、铁业社，

参观了梁家河村史馆的历史资料和留存的

实物。经过沧桑岁月的洗礼，虽然当年的

一些遗迹已经破旧，一些照片和手稿已经

模糊，但却真实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

带领全体梁家河村群众艰苦奋斗，脱贫致

富的感人情景，无不体现着总书记担当奉

献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尤其是在看到习

总书记写的：几年中，我过了四关（跳蚤关、

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以及后来概括的

“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延川是我的第二故

乡，这里的父老乡亲永远是我的牵挂”这些

话，大家觉得很亲切，很真实。在当年梁家

河村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习总书记插队的

生活经历以及和乡亲们建立起来的鱼水深

情，使大家心中都充盈着强烈的震撼和深

深的感动。

第二天上午，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来

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故园，催生新中

国的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参观了杨家

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和延安革命纪

念馆等革命教育基地。在杨家岭和枣园革

命旧址，大家走进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

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和中央机关办

公地，中央大礼堂，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那段

峥嵘岁月的艰辛，深切缅怀先烈的丰功伟

绩，深感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一

件件珍贵文物再现了毛泽东等开国功勋在

这里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在延安革命纪念

馆，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文献和照片，展

示了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人民英

勇斗争的光辉历史。参观学习时，大家凝

神聆听讲解员的讲解，驻足观看珍贵文物，

一些老领导还认真做笔记，仔细体会革命

传统，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走向伟大胜利

的历史进程。在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

前，老同志们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切实体会到延安

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

精神财富，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

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延安精神

依然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指导我们前进

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

县老干局局长王寄青说：“通过此次参

观学习，大家在思想上、心灵上受到了极大

震撼，对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延安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

中国共产党如何从艰苦磨难中实现中国革

命最终胜利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先 进 性 有 了 更 加 准 确 的 认

识。”据了解，这次参观学习的老干部，最高

龄者年近九旬，平均年龄约 70岁。在返程的

车上，大家你一言，他两语，都说要感谢老干

部局为他们提供了这次参观学习机会，纷纷

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

延安精神梁家河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继续

发挥余热，为临县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建言献

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林泽彦 刘小宝）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坚持以党建为统领，以

脱贫攻坚为主线，坚持民生为

本、人才优先，实施大民生战略

和全民技能提升工程，全力促

进就业创业，深化社会保障改

革，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人

事管理创新，完善工资收入分

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

升公共服务能力，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奋力谱写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事业新篇章。

2017年，全县人社工作暨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为总结经验，鼓舞士气，近日，对

全县 2017年人社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进行颁奖表彰，对

2018年人社工作暨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全民技能提升工作、劳

动用工管理及农民工工资支付

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今年以来，县人社局结合

新时期、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

设的新要求举行了人社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培训会，从身边的

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引以为

戒，严于律己，守住底线，不越

红线，要求广大人力干部切实

做到全面从严、能力全面过硬、

工作全面提升。

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人社

工作一是要认清形势，增强做好

人力社保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要谋实招，下功夫，努力在新

形势中抢抓先机，在新常态下有

新作为；二是要突出重点，夯实经

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和社会保障基

础，进一步健全完善监管长效机

制；三是要增强意识，着力强化

人力社保干部队伍建设，要大力

加强自身建设，切实改善工作作

风，全面深化从严治党；四是要

强化领导，统筹安排，扎实推进，

切实把人力社保各项工作抓好落

实、抓出成效。 （杜苗苗）

临县老干部局组织部分离退休干部赴梁家河、延安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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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以民生为本奋力谱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新篇章

本报讯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了让村里的

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开心快乐的节日,5月 29日，县新闻

办驻村工作队队员们来到大禹乡善庆峪村幼儿园，与

孩子们共庆“六一”儿童节，并为每一名孩子送上了节

日的礼物。

当晚，29名幼儿园小朋友在两位老师的精心编排

下，表演了《孝心道永远》、《开门红》、《中国美》、《狐假

虎威》、《咏鹅》等十多个精彩节目，用美丽的歌舞尽情

的欢度属于自己的节日。

孩子们背起工作队的叔叔阿姨们送来的新书包非

常高兴,一个个露出了天真可爱的笑脸。这是她们今

年收到的第一件“六一”儿童节礼物,驻村干部们看到

孩子们开心的样子感到很欣慰。

驻村工作开展以来，县新闻办在人员紧张的情况

下，把驻村工作当成重要的工作来抓，紧紧围绕善庆峪

村今年实现整村脱贫的目标，不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科学制定驻村帮扶规划，不断优化乡村环境，坚决完成

县委、县政府交给的驻村帮扶任务。

“孩子们脸上的幸福笑容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作为

一名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为村民办实事好事,为孩子们送

去节日礼物,鼓励孩子们珍惜童年美好时光,好好学习,
努力进取,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县新闻办派驻大禹

乡善庆峪村第一书记李志强说道。 （严晓声 李图南）

临县新闻办驻村工作队与善庆峪村幼儿园小朋友共度“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