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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剑平） 10 月 10 日

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省总工会

主办的“山西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群

众文化系列活动”闭幕式暨颁奖晚会在山

西省大剧院隆重举行。该活动历时百日，

以“放歌新时代，唱响新征程”为主题，采

取歌舞剧艺等形式，为家乡喝彩，为时代

高歌，参与活动的人数约 200万人次，在全

省城乡掀起了一个群众文化活动高潮。晚

会上，我市广场舞协会舞蹈队荣获“舞动

三晋”广场舞展演最佳节目奖。

这个最佳节目奖名副其实，因为它是

在当晚颁发的一系列奖项中广场舞单项

奖中的最高奖，也是近年来吕梁在全省群

众文化展演活动中所取得的最好成绩。

时间退回到 9月 30日夜，灯光和水雾

把太原华辰农耕园的水上舞台照射得五

彩斑斓美轮美奂。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

省各市的九支广场舞队伍依次登场，参加

全省“舞动山西”精品广场舞集中展演，其

中就有我市广场舞协会的舞蹈“门搭搭开

花”。这支由 36 名队员组成的队伍先后经

六月份吕梁初赛、九月初忻州复赛，取得

第一名的桂冠后，又厉兵秣马集训数日有

备而来。吕梁队第五个出场，再一次不负

众望。颇具地方特色的音乐舞蹈设计、大

屏幕上黄土、黄河交相辉映的地域风情画

面，队员们整齐划一、变化多端的舞蹈队

形，赢得了观众一次次的掌声。

一群平均年龄五十岁的大妈，好多人

都已经当上了婆婆岳母甚至姥姥奶奶，把

原本是一群大姑娘跳的舞演绎得惟妙惟

肖，不说别的，光是一场舞蹈所需要耗费

的体力就够招架的。但是，功夫不负有心

人，由喜欢而热爱，由热爱而产生的强大

的凝聚力和坚定意志，把这伙原本没有一

点舞蹈基础的大妈的激情点燃了，她们所

表现的对集体荣誉的珍爱和忘我拼搏的

行为足以令每一个接触到的人叹为观止。

吕梁广场舞“门搭搭开花”昂首绽放省城大舞台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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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9月 4日开始，“第四届著名作家看山西”采

风团的 10 位作家在吕梁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

研采风。作家们观名村、看企业、游景点、访农村、

进革命教育基地，对吕梁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光

荣优秀的革命战争传统，优美壮观的自然风光和

吕梁人在转型发展中的拼搏奋斗精神有了一定的

认识和了解。目前，吕梁在破解资源型经济发展

过程中，将文化旅游业作为全市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在 9月 8日召开的第四届著名作家看

山西——吕梁行座谈会上，作家们结合各自的经

历和感悟，经过深入思考，对吕梁的文化旅游业发

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认为，文化是旅游的灵

魂，旅游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这样才能走出去、

引进来。《人说山西好风光》中的“右手一指是吕

梁”数十年来对吕梁旅游起到了积极的推荐作用，

而本届吕梁市委市政府结合实际，提出了“山口村

庄”的旅游发展思路，四处景点在对外推介上还存

在一定短板，比如宣传和文化造势还停留在比较

浅显的层次，建议吕梁市委市政府邀请国内外的

文旅创意团队或知名旅行社对吕梁市的文化旅游

资源进行深度策划，并用多种形

式进行积极推介，使文化旅游成

为地方的支柱产业。

江苏作协原专职副主席赵

本夫说，吕梁是个令人向往的地

方，少年时代就知道了刘胡兰的

故事，青年时代读了马烽的《吕

梁英雄传》，因此可以说在自己

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吕梁精神的滋养。吕梁有很多

了不起的人物，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一代女皇武

则天，他们影响了中国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中国的

一些发展方向和走向。

这次看了很多地方，他感触很多。吕梁为中

国革命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外吕梁也是一

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历史遗存很多，像黄

河边上历史古镇碛口全国很少见，这种大气、这种

浑厚是全国其它地方没法比的。他认为碛口现在

还较为粗糙，而周庄等景点景区非常精致，如果能

够再进一步把一些景点进行深入开发，把传统文

化历史遗存和现代消费观念、文化观念结合起来

做，碛口确实会成为宣传吕梁、宣传山西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窗口。

黑龙江作协副主席阿成认为美食也是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年轻时他就对山西的刀削面

情有独钟，他是奔着一碗刀削面来的，但收获的却

远远大于一碗面。

这次来山西他仍然是怀着一颗年轻的心，怀

着一颗当年红军东征的心，怀着一个晋商发家致

富的梦想。如果说他们这一代人没有受过山西文

化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山药蛋派文学、《人说山

西好风光》歌曲等现在仍能打动人心。电影、小

说、歌曲等许多东西在全国有如此广泛影响的也

只有山西，这就是山西的文化优势。

吕梁要做大文化的话就要做黄河文化，黄河

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史、奋斗史、开拓史、革命

史的一个源头和象征。这次来到黄河边上感受夜

黄河，感受那种刺骨的寒风，那种历史的穿透力、

正义的感召力，在心中蜂拥而至，他会把这种感受

融合进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希望吕梁继续光大文

化自信，因为这里有潜力可挖，有资源支撑。另

外，他认为参观的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

西北局旧址、高家沟高级军事会议纪念馆、林迈可

李效黎纪念馆等展馆，内容彼此重复交叉的比较

多，他建议要注重各个场馆的特色，避免内容重

复。同时建议于成龙故居和廉政文化园，不能只

注重好玩，要丰富相关内容。

天津市作协副主席肖克凡说，这次吕梁之行，

收获很多，也有很多让他惊讶的地方。他认为吕

梁的红色文化非常丰富，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对推进中国的历史进程都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现在吕梁在红色旅游这一块做

得很不错，无论是红色教育，还是场馆展览等都很

好。但是红色旅游本身也要有一个市场，需要进

行深度开发，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

赢。另外，他认为山西这个地方的文化积淀特别

深厚，是非常有本钱的，吕梁要抓住自己的特点，

进行纵深开发，这样才能在山西脱颖而出。他指

出像碛口这种古镇，在市场开发上一定要突出它

的特色，要进行创新，不能走过去的老路。比如可

以做一个玻璃小葫芦，里面装上几滴黄河水，这就

是一个商品。游人带上这个小葫芦，就等于把黄

河带回家，这既有宣传价值又会产生一定的经济

效益。同时，他认为吕梁有很多其它地方没有特

色产品，一定要好好开发，把黄河这篇文章做好。

大连市作协主席素素表示，她特别想来山西，

她对山西有一种内心深处的敬仰。因为她觉得山

西在文明的上游、文化的源头。通过这次采风，她

认识到在三晋文化里边，吕梁有独特的一种文化、

一种地域、一种风情。吕梁历史悠久，从杏花村开

始，它在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里面，

没有空白、没有缺席，且有无数的亮点，从上古、远

古一直到近代。她认为吕梁的文化资源太厚实

了，作家能写的东西也太多了，吕梁有很强的后发

优势，有好多宝贝东西值得挖掘。她非常遗憾，山

西包括吕梁有许多带有历史文化符号的文物被其

它地方的人买走、偷走、拿走了。她建议当地政府

一定要把山沟里、乡村里现存的这些文化遗存、文

化资源，真正保护起来，不能让它再流散出去了。

吕梁除了历史悠久，令人敬仰之外，她认为吕

梁的红色文化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刘胡兰，

在她少年时期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烽的

《吕梁英雄传》和山药蛋派文学流派是当代文学史

上的一个重要贡献。还有贾家庄是很大的一个中

国符号，从 50 年代到现在红旗不倒，是中国农村

经济的神话，是当代的传奇。

她指出作家们来吕梁采风，是要提高吕梁的

知名度，发展吕梁的文化和旅游业。如果一个旅

游没有文化来支撑的话，就特别肤浅了，因此做旅

游这个文章的时候，就应该分出几个层次，如旅

游、游行、度假，根据不同的层次为游客设计不同

的旅游产品，以提高吕梁文化旅游业的层次和档

次。另外，她建议在细节上一定要注意，如垃圾桶

不要放在景区最显眼最重要的位置，颜色要与景

区协调，不能在古色古香的寺庙，突然出现一个颜

色无比鲜亮的配套设施。

人民武警出版社副社长温亚军第一次来到吕

梁，感到山西的许多精华都在吕梁有体现，从吕梁

感受到了山西的文化内涵、山西的历史。吕梁的

文化都非常了不起，如晋绥革命根据地、刘胡兰、

于成龙、水旱码头碛口古镇等都让他对山西、对吕

梁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悟。尤其是吕梁护工亲自

讲述的故事，让他很有感触。贫穷的山区妇女靠

自己的双手，学得一门护工技术，外出打工维持家

庭生活，非常不容易。她们这种善良、勤劳、无怨

无悔的精神和品质应该大力宣传和发扬。

来过四次山西的著名诗人曹宇翔，第一次来

吕梁就有很深的感受。他说，吕梁这种高天厚土

和大自然的壮美，和江南的美是有很大的区别

的。对这种高天厚土、大河山川，每个人都应该心

存敬畏。他从山西战友和吕梁人民的身上看到了

淳朴、勤劳、善良、热情等很多美好的品质，让他很

受教育。他认为这里勤劳的人民、英雄的精神和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值得作家、诗人大书特书。

这次回去以后，他准备用吕梁提供的这些丰富资

料和这次采风的所见所感好好写一些读者耐读的

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小说选刊》副主编李晓东说，从小读的《吕梁

英雄传》、听的刘胡兰故事、唱的《交城的山交城的

水》、学的《葡萄树下》给大家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这种吕梁精神和文化传统，在每个人身上都会产

生重要的滋养，使大家有一种精神航向的感觉。

通过几天的采风，他收获很大。吕梁文化底蕴浓

厚，目前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文化内容丰富起来，他

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红色文化要从细节上充实起来。比如把

《吕梁英雄传》里的吕梁精神和新时代的吕梁精神

结合起来，让人切身感受到吕梁的英雄精神和英

雄形象的传承。吕梁的红色旅游还需要深入挖

掘，可以向武乡学习一下，在景点设计、场景营造、

互动体验等方面增加内容，探索一种红色文化的

吕梁模式。另外吕梁把习仲勋同志的文章做的比

较充分，但还可以到甘肃庆阳市和两当县取取经，

把习仲勋等革命前辈的事迹进一步丰富完善，全

方位进行宣传。

二是廉政文化要做好。现在的于成龙廉政文

化园成了一个服装秀的地方，穿上古代服装拍拍

照片。其实除了于成龙，中国的廉政文化还很多，

比如海南海口市把海瑞廉政文化做得很充分。吕

梁要依托廉吏于成龙把吕梁的廉政文化丰富起

来，把周边的相关旅游带动起来，建成一个中国廉

政文化研究教育旅游基地。他特别强调，在于成

龙故居院子里看到一棵非常粗大的卫矛树，灌木

变成了乔木，在全国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他在甘

肃天水工作期间见过两株比较大的卫矛树，每年

高考前家长会带着孩子去摸摸那棵树，灌木变成

乔木有“此木成才”的含意。如果吕梁把这棵树进

行开发包装宣传，那带动的经济效益会不得了。

三是提高北武当山的知名度。北武当山的环

境很好，可惜在五台山、恒山等名山的包围中，名

气不是很大，但北武当山的真武崇拜是一种皇家

崇拜，从明成祖朱棣开始就信仰真武大帝。要把

北武当山做大，就山西做山西不行，可以从海外往

国内推。比如在台湾或东南亚搞一个活动，让海

外华人来寻寻根，祭祭祖，也可以让海外朱氏来这

里寻找真武大帝，慢慢提升北武当山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戴希说，这次来

吕梁对“山西是个好地方”有了切身的感受。吕梁

的红色文化非常深厚，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为

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和伟大的贡献，对吕梁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

情。他表示，回到湖南以后，第一要为宣传推介山

西吕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宣传吕梁的红色

文化和优美风景；第二要促进湖南常德和山西吕

梁开展文化交流；第三要为吕梁留下一点文字，因

为吕梁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开发创作。同时，他对

吕梁的历史人物武则天比较感兴趣，他希望能够

深入挖掘一些有关武则天的传说和故事，写成微

小说文学系列作品，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

资源，又可以丰富景点内容，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业

发展。

香港商报副总经理徐文说，这次来吕梁没想

到有这么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但这些资源海外

朋友知道的还很少，比如，佛教、教道，北武当等，

香港人对这些很感兴趣，因此吕梁应该加大旅游

宣传力度，尤其是应该到香港、澳门等这些国际城

市做一些旅游专题推介。香港商报在 2017 年成

立了一个全球商报联盟，成员是欧美、东南亚等世

界主流华文媒体，有 70 多家成员，以后可以和吕

梁合作，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等多种方式进行宣

传，这对推动吕梁的文化旅游发

展会有很大的好处。他还指出，

香港是实现对外宣传的一个很好

的窗口和平台。境外脸书（Face⁃
book）用户有 30 亿之多，香港商

报可以帮助吕梁作一个“脸书”专

页，向全球推广整个吕梁的招商

引资、旅游等各方面的内容。他

建议吕梁可以针对海外旅客在碛口搞一个黄河文

化节，让香港的旅游商家和游客踩踩点、走一走，

设计一些适合港澳、海外的精品路线出来，在香港

打开知名度，那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很快就带动

起来了。

座谈会上，赵本夫、肖克凡、素素、阿成、戴希

等作家对吕梁山护工都很关注，也深受感动。他

们认为这是吕梁市委、市政府选择的一条非常好

的精准扶贫道路。吕梁山护工走出大山走向全

国，不仅能够增加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而且能够

开阔农村妇女的视野、眼界，提升吕梁人的精神境

界、文化水平，改变她们的生存状态，让她们的精

神、身体得到了极大释放，提高了她们的生命质

量，意义远远超过扶贫本身，简直可以看作是第二

次妇女解放。

作家们建议，吕梁要请一个国内有分量的报

告文学作家，追踪几个典型人物，展现每一个人的

命运变化，把吕梁护工全方位、全景式、多角度地

呈现出来，真正打造一个吕梁护工品牌。这样一

方面可以把吕梁护工的品牌宣传出去，另一方面

从政治意义上说，也可体现吕梁在精准扶贫方面

非常具体化的经验做法。

第四届著名作家看山西——吕梁行座谈会作家建言

让吕梁精神传承下去 让吕梁文旅活跃起来

本报讯 （记者 李雅萍） 10 月 13 日，西藏自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汉带队在汾阳市贾家庄村就乡

村振兴进行调研考察。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李正

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卫民陪同。

在汾阳市贾家庄村，李文汉一行参观了贾家庄村史

展览馆，认真听取了讲解员讲述展馆里每一个时期和每

一件展品的来源、故事和发展历程，详细了解了贾家庄

人艰苦奋斗、改革创新，五十多年矢志不渝，从一个贫穷

落后的盐碱滩变为富裕文明小康村的奋斗历程。李文汉

对贾家庄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贾家

庄村集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是村党支部的坚强领

导，还得益于村民的共同努力。

在贾家庄马烽纪念馆和作家村，李文汉一行参观

了马烽创作的住所、作品展示区以及作家村六座中西

风情合璧、布局风格各异的汾阳民国建筑。在认真听

取讲解员对马烽同志在贾家庄创作的故事以及作家村

的建设理念，详细询问了作家村的入驻情况后，李文汉

赞叹连连。他说，汾阳贾家庄是一个天天都在上映新

故事的美丽村庄，是一个来过就忘不了的地方。

李文汉一行还参观了贾家庄贾街，与管理人员和

入驻贾街的商家亲切交谈，了解经营模式。他表示，将

认真学习贾家庄村乡村振兴经验，结合实际，走出一条

符合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之路。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汉一行在汾阳市调研考察
李正印陪同

图为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汉一行在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李正印的陪同下参观贾家庄村史展览馆。郭兆杰 摄

本报讯“真没想到，俺们祖辈居住在大山深处的贫困

户如今靠党的好政策，搬迁移到紧挨县城的移民新区，住上

这宽敞明亮、环境舒适的好房子！”中秋时节，拿到新房钥匙

的石白头乡九峪村 74 岁的贫困户白俊生老人高兴地说。

近日，临县举行湫水文峰苑（一期）移民安置房分房仪式，涉

及临泉、安业、大禹等 8个乡镇 18个自然村的 812户贫困户

领到入住新房的“大礼包”。在分房仪式现场，临县扶贫开

发中心主任陈小林欣喜地说：“这标志着我们临县又有一批

深度贫困乡镇的贫困户搬出大山、斩断穷根、融入城郊，即

将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梦想。”

众所周知，临县是山西吕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近年

来，该县始终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头号工

程”，围绕统筹解决“人钱地房树村稳”7 个问题，实施“六

环联动”，高位推动搬迁政策落实落地。“十三五”期间，全

县规划了 22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计划搬迁 267 个村、

约 3.9 万人，其中，拟整自然村搬迁 160 个、约 2.8 万人。重

点实施“一城五镇”易地移民搬迁计划（一城指“城庄—县

城—三交”城镇带走廊，五镇指克虎、兔坂、刘家会、林家

坪、白文等五个中心镇），着力打造以县城为中心、重点镇

为支柱、中心村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易地扶贫搬迁新

格局。今年 1 月 12 日，该县林家坪镇举行扶贫移民搬迁

入住启动仪式，集中安置工程占地 33亩，一期工程共安置

192 户 490 人，二期工程共安置 194 户 535 人，并开展了送

新房钥匙、送米、送面、送油、送灶具活动。6 月初，来自该

县城庄镇刘家村、杨家沟、李家焉、甘川沟、周家沟村 5 个

村的 162 户贫困群众通过易地移民搬迁项目入住新建的

“五和居”社区，实现了搬出大山去、拥抱新生活的美好愿

景。临县湫水文峰苑（一期）移民安置点也是临县统筹实

施的易地移民搬迁重点工程之一，该安置点紧邻新城，位

置优越，配套齐全，交通方便，是广大群众梦寐以求的安

置新区。该安置点分两期建成，一期工程占地 75亩，规划

建筑面积 6.4 万㎡。一期从去年 6 月开工以来，广大建设

者夜以继日，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超常推进，目前已完

工，具备入住条件。共建有安置房 844 套。本次分房涉及

临泉、安业、大禹、玉坪、碛口、青凉寺、安家庄、石白头等 8
个乡镇 18 个自然村 812 户 2969 口人。为确保广大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还在小区配套建设了幼儿园、小学，建设有门面商

铺、皮包加工车间，设置了公益岗位，让广大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

就业创业、增收增效、脱贫致富。 （刘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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