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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 州 古 八 景 之“卜 山 书 院”

本报讯 汾阳市北小堡村位于演武镇南

端，全村有耕地 2500余亩，431户 1160人，其

中党员 41人，村民代表 25人，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 25 万元。2017 年换届选举以来，北小

堡村在演武镇党委的领导下，以党建为引

领，“三基”建设为抓手，突出民主管理，创新

“农村议事决策规则”制度，党建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一是以换届选举为切入点，推动党内民

主管理。2017 年 11 月，北小堡村开展了农

村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村党支部成

员实行“两推一选”民主选举产生，党员和村

民代表公开推荐党支部委员候选人，然后党

员直接选举产生村党支部委员，更好地体现

了党员的意志。北小堡村党支部选举党员

参与率达到了 95%，选出了群众满意、党员

放心的村党支部委员，真正把思想政治素质

高、群众威信高、工作能力强的优秀人才推

上了村级领导岗位，选举规范有序，秩序良

好，选举结果群众满意，充分体现了党内民

主。

二是以农村议事决策规则为立足点，

推进民主制度规范。北小堡村党支部、村

委会充分发挥党员及村民代表作用，坚持

民主决策，村里的大事小情，特别是重大建

设投资和财务收支以及有关全体村民共同

利益的重大问题，都按照“农村议事决策规

则”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定决策，

包括事前支部书记与村委主任碰头会——

村两委会议——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

议等决策实施步骤。2018 年针对村级活动

场所修缮、引水入户、线路改造、环境卫生

整治、修缮宗教场所、硬化村内道路等问

题，共召开支委会 7 次，党员大会、村民代

表大会各 6 次，各类问题由党员大会、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正是因为实行了民主

决策，村里的各项事情都得到了群众的支

持，消除了群众对干部的误解，密切了党群

干群关系，为北小堡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群众基础。

三是以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为着力点，不

断增强民主监督。通过党务、村务、财务三

公开，切实增强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号召

力。北小堡村干部接受村民监督，定期报告

工作，接受群众评议。今年七一，村支部书

记向全体党员做了任期内党支部工作总结，

公开接受党员评议。村两委在今年新建了

一块公开栏，公开的事项包括党务、村级、财

务等，按序时不定期更换公开内容。对于党

员群众的疑问，党支部在 5日内予以解释和

公开答复。三务公开收到了党员群众的普

遍欢迎，满意率很高。正是由于北小堡村党

务、村务、财务三公开及时到位，民主监督推

进有力，才使得群众满意率不断提高，没有

发生一起因村干部违规违纪、村级账目不清

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

四是以发展经济为民服务为落脚点，提

升党建工作水平。北小堡村坚持以发展经

济、为民服务为宗旨，紧紧围绕自身发展，

强化人员保障、阵地建设，夯实基础管理，

各项惠农政策得到了有效落实，充分发挥

了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依托毗邻孝义的

优势，大力发展煤焦产业，不断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从事核桃加工

产业，极大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此

外投资 10 万余元对村级活动场所进行了

修缮，为更好开展党内组织生活提供了阵

地保障。多方筹措为村民引甜水入户，打

深井一口，解决村民吃水难问题；对村内线

路进行改造，更换路灯 137 盏；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粉刷墙壁 1000余米，书写各类标语

15条；组织企业捐资助学，为在校生每人发

放一套校服、一个书包、一双球鞋；投资 19
万余元，硬化村内主街道 520 余米；等等。

由于村党支部团结合作，勤政清廉，富有战

斗力，加上充分注意发挥村级配套组织的作

用，注意调动老党员、老干部的作用，坚持发

动和依靠群众，才能使党建工作得以有序开

展，取得较大成效。

（陈灵）

本报讯 在即将进入冬季

供暖季，让蓝天依旧在的前提

下如何保证汾阳市民温暖过冬

是摆在当前一个重要的课题。

近日，汾阳市举行了使用清洁

煤启动仪式，来自该市的城区

街道办事处、城区周边乡镇和

有关部门参加此次仪式，为该

市民冬季取暖“再添一把火”。

由于多重因素影响，加之

进入冬季后燃煤取暖用户增

多 ，导 致 汾 阳 市 空 气 质 量 不

好。为改善该市空气环境质

量，市政府按照“全面整治、

重点突破、疏堵结合、标本兼

治”的原则，加快城乡居民供

热 清 洁 化 进 程 ，切 实 有 效 遏

制 和 治 理 燃 煤 污 染 ，保 障 人

民群众身心健康。汾阳市乡

镇（街道）、宣传部门和煤炭、

环保等有关单位要通过多种

形式广泛开展清洁煤替代散

煤宣传工作，引导居民积极使

用清洁煤，营造全社会共同支

持散煤污染治理工作的良好

氛围。同时引导居民要不断

增强环保意识，自觉配合清洁

煤替代散煤工作，充分认识燃

烧散煤的巨大危害，自觉杜绝

燃烧散煤。据悉，今年汾阳市

使用的清洁煤（半焦）的煤质

标准为水分低于 15%，全硫低

于 0.5%，灰分低于 10%，高位

发热量大于 7000 大卡。清洁

煤（半焦）采取政府采购的形

式，主要供应城区内不具备集

中供热、煤改气（电）的用煤

户使用。为鼓励暂时不能实

现集中供热、煤改气（电）区

域 居 民 使 用 清 洁 煤 ，减 轻 城

乡 居 民 购 买 的 压 力 ，政 府 将

对居民购买使用清洁煤给予

财政补贴。城乡居民购买清

洁 煤 统 一 按 450 元 /吨 结 算 ，

剩余部分由政府补贴。“清洁

煤 煤 质 好 、使 用 率 高 ，价 格

低 ，不 仅 满 足 日 常 生 活 和 取

暖 需 要 ，更 对 我 市 环 境 改 善

有 很 大 帮 助 ，我 们 回 去 将 多

宣 传 ，让 更 多 的 群 众 使 用 清

洁 煤 ，为 改 善 汾 阳 环 境 贡 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活动现

场，市民魏女士如是说。

（王岩）

自古以来，汾阳重文尊教有目共睹，历史上

文人墨客辈出，他们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

一笔，同时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

产。汾阳旧有“卜山书院”一说，曾是汾州古八景

之一，其渊源的文化背景为汾阳重文尊教作了很

好佐证。

“卜山书院”有两个之说，一在子夏山，一在

贾家庄镇大相村，究竟哪个是原始的“卜山书

院”，现已无从考证，如今只留下遗址和传说，令

后人无限遐想。

远眺子夏山，蔚为壮观

卜山，又名子夏山，谒（隐）泉山。距今汾阳

市城北约五十华里。清代以前隶属汾阳，民国初

重划县界，山之阳仍属汾阳，山之阴划归文水县。

“卜山书院”显见为“子夏神祠”。隋《国集

记》云：“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山有子夏神

祠。”《汾阳县志》载：“上有石室，去地五十余丈，

列柏倚壁，相传子夏退老居此。”民间传说：春秋

时孔子门徒“卜子夏”退老居西河（汾阳古称），在

此山上的石室中设教讲学，教授出政治家李克、

军事家吴起，以及贤士段干木、田子方等。卜子

夏也是战国时期魏文侯求贤若渴之师，汾阳至今

有“文侯村”名。

卜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人，是孔子的

学生。在“七十二贤”中名列第四。子夏从小聪

慧、才气过人。《论语》中许多著名格言均出自卜

子夏，例如：“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虽小

道，必有可观者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等等。卜子夏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

代儒学宗师，三晋文化的创始人。

清代《汾阳县志》附图显示，卜山书院为一座

瓦房四合院，前有单檐牌坊，座落于松竹点缀的

群山环抱之中。坊前竖石碑，山野间别有屋舍、

宝塔。子夏石室今犹在，上述景观则早已不存。

清代《汾阳县志》上的卜山书院图

子夏石室位于子夏山主峰半山腰的一道沟

壑右侧，距山底约二百余米，沿沟壁有古人凿出

的石磴可供攀援，山势险峻，石路崎岖，几成直

立，十分陡峭。

子夏石室又称隐堂洞，坐北朝南，洞口高约

3 米，宽近 5 米，洞内深约 25 米，高约 10 米，占地

面积百余平米。民间传说唐僧西天取经时路过

此地曾留宿洞中，洞内原塑有唐僧师徒四人像；

又说唐玄宗巡幸商山曾憩于该洞，因此隐堂洞又

称“隐唐洞”。

洞内有一上斜的倒插窝，直通洞外，人称“南

天门”。抗日战争时期，每逢日寇扫荡，当地百姓

便于此洞躲藏。一次，日本兵一直追寻洞里，顺

着南天门爬上。一百姓急中生智，脱下衣服将南

天门堵了个严严实实，洞中立时一片漆黑。日本

兵心慌意乱，胡乱放了几枪，叽哩哇啦一阵便撤

走了，众百姓因此幸免于难。

洞旁凿有两孔石室，门上刻一副对联：将勤

补拙，以俭助贫。横批：中和。石室前壁留有唐

太 宗 秘 书 少 鉴 、书 法 家 虞 世 南 手 迹 ：“ 石 门 宕

雪”。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曾有位号“庸农

子”的居士住于石室修道养性，后坐化而终。次

年被人发现塑作真身像，并于山石平面刻就一通

“庸农碑”，记载了这一事件。碑文大意是：有一

出家人，姓宋名仁，介休人。小时候就天资聪明，

但长大后却放荡不羁，不务正业。有一年，他游

览子夏山，见这里山明水秀，于是决定定居此处，

端坐练修行。来往于此地的人经常有衣缺少食

者，他见了便会赠其衣饭。后来，盘膝坐着死

去。直到第二年春有一汾君游于此见之，才与乡

人李应林、王应魁、郝景忠捐资将其下葬。

汾阳还有一处“卜山书院”，位于城北二十华

里 的 大 相 村 ，初 名“ 子 夏 祠 ”。 元 代 至 正 十 年

（1350）敕额“卜山书院”，此匾额为横状，宽约三

尺余，高约二尺多，建国初期还在。

据村人回忆，书院占地约七亩，三节院落，前

院有泮池扬波、石径通幽，池上架石拱桥，书房分

设于东西两厢，原置有神阁，内奉孔子、子夏等牌

位。

大相村的卜山书院建成于哪年？据《汾阳县

教育志》记载：“元至正十年（1350）在城北大相村

子夏祠内所建，后得书院迁于村内。”但又据考

证，元至正十四年（1354）八月二十八日，由大相

村人、前湖北德安府税务大使樊宗礼及其兄樊宗

义所立碑石《有元创建卜山书院记》从这两个史

料中完全可以看出，卜山书院的建成年代大约在

1350年之前不很长的时间里。

大相村的卜山书院历代乡人多加修葺保护：

明万历中，大相村樊公友重修卜山书院，冀

南道分守彰其门曰：世义。

清道光初，大相村人魏荫楷设教卜山书院。

书院与崇胜寺相邻，佛寺欲占书院一块地建照

壁，魏荫楷坚决不答应。魏死后，僧人又想占书

院地，魏的学生樊大鹏、樊澍芳出面阻止。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汾州知府牛镇重修

大相村卜山书院。

清嘉庆年间，罗城镇议叙千总李万清捐资修

葺大相村卜山书院，还没修完，却患重疾，临死

前，嘱托其弟要继续修缮卜山书院。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卜山书院曾经是大相村

全村初小学生的学堂。到了 20世纪 60年代，大

相村的学生都去了附近的罗城村上学，卜山书院

也就被村里的副业队占据，石碑也被用于农田水

利建设的渠闸配套工程。到了 20世纪 80年代，

大相村里的副业队解体，卜山书院被批建为民用

宅基地。

现如今，卜山书院已经不复存在，然书院里

石碑的传说依然流传在民间。这块石碑原先立

在书院门旁，一来书院里文气旺盛，石碑上盈了

一身文气；二来学生们上学下学来回走，常在石

碑上摸摸揣揣，又使它得了孩童们的勃勃生机。

天长日久，石碑有了灵性，渐渐地能变幻成人形，

混迹人间。卜山书院紧临一条大道，拉炭的马车

都要打这里路过，车辚辚，马萧萧，倒也热闹。有

一天，卜山书院的石碑变化成一个老者向南行

走，恰遇一赶车人吆喝着牲灵从后边赶来。他很

想搭车，便问道：“老弟，你这车能否载得动我

呢？”赶车人看了他一眼，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怎

载不动？你又不是卜山书院里的石碑！”赶车人

一语道破机关，他很快现出原形，僵立在大路旁

边，再没能向前行走，也没能回到卜山书院里。

关于这段民间传说，故事情节虽然纯属虚构，石

碑就是石碑，哪会变成老者。不过，传说故事毕

竟不是史实和事实的真实记述，只是寓含着劳动

人民的某种愿望和理想。

两处“卜山书院”的历史存在，相传皆因这所

书院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

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得意学生卜子夏教书

的地方，故有“西河设教”的说法，西河设教在我

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西河设教地，唐代有

两处记载：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从而引

发了后人的争论。我市学者吕世宏先生的《卜子

夏“西河设教”辩》一文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西河

设教”当指汾州。

“卜山书院”今已不存，古人却留下咏颂之

诗，其中不乏佳作。清人程学曾“咏卜子祠”律诗

一首，情境尽在其中：

教泽西河访古贤，儒先此地有真传。

卜山远接尼山脉，汾水遥通泗水渊。

鸟语花香萦岭上，风鸣琴韵过林边。

至今石室谁为主，藤绕苔封不计年。

本报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追求，在坚决打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全

力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不断推

动各项社会事业大步迈进，使

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这一提法是我们在深入

基层一线工作的基本原则。”

来自汾阳市西河街道的王钧

如是说。

今年以来，汾阳市西河街

道按照该市“三五战略”的总体

安排部署，围绕建设“宜居宜

业、和谐发展、幸福美丽新街

道”奋斗目标，以“三基建设”工

作为主抓手，采取“五个一线”

和“十个一”工作法，力争提升

服务群众的水平和能力。

该街道通过开展实施以

“干部在一线工作、民情在一

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办

法在一线产生、作风在一线转

变”的“五个一线”工作法，把

基层工作做实做细，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提升街

道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工作能

力，使得服务群众意识不断提

高，服务群众能力不断增强，

服务群众作风不断改进。据

了解，该街道通过发放便民利

民“联系卡”、机关干部包村分

组、包社区干部负责制、定期

召开民情恳谈会、宣传车宣传

政策理论、发放明白卡等，拉

近机关干部与普通市民的距

离，方便市民办事。同时，加

强作风建设，创新推行“干部

工作动态一览表”实时反映干

部参加调研、外出办事、坐班

等情况，要求每位干部做好民

情调研记录、工作日记录、出

勤记录，实现了为民服务程序

化 、透 明 化 。 同 时 建 立 完 善

“三个一批制度”即一批直接

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一批加

强机关效能建设的制度，一批

从严管理干部的制度，从制度

上规范管理，倡导“党员先锋

行”，全面推进机关作风大转

变、工作任务大落实。

此外，该街道推行“十个

一”工作法，即：一位导引服务

员、一句贴心话、一张楼层示

意图、一句服务承诺话、一块

岗位职责牌、一杯热水、一张

便民服务事项一览表、一面干

部去向公示栏、一项干部十不

准、一本便民服务小手册，进

一步创优服务、明确职责、优

化流程。下一步，该街道将持

续开展“五个一线”和“十个

一”工作法，促进机关工作人

员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作

能力进一步提升，为市民打造

全方位的服务。 （王岩）

突出管理 创新机制

北小堡村：深入推进基层党建民主化规范化管理

汾阳市为市民温暖
过冬“再添一把火”

汾阳市西河街道

抓牢“三基建设”工作
提升服务群众能力

本报讯 10 月 31 日上午，由

山西省杨氏太极协会、山西杨氏

太极拳中心主办，汾阳市文化局、

汾阳市老干局、汾阳市老年体协、

汾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汾阳市体管中心、汾阳市少体校、

汾阳市太极拳协会承办的“坚持

文化自信 增进民生福祉 杨氏太

极汾阳市公益培训暨授旗仪式”

在汾阳市体育场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全民健身

文化，增强全民体育素质。今天，

省太极拳协会众学员在汾阳市举

办大型公益太极拳培训，无疑是

对该市太极拳事业的最大支持与

厚爱，这将进一步推动汾阳市太

极拳“六进”工作，使大家从习练

太极拳中收获快乐，赢得健康，助

力汾阳市“三五”战略的实现。

本次活动由山西省太极拳协

会为汾阳市太极拳协会及各分

会、各辅导站授旗。

授旗仪式后，杨氏太极拳传

人领拳，与全体太极拳协会成员

共同演练其编创的杨氏太极拳

26式套路，太极拳公益培训课程

正式拉开序幕。

期间，由汾阳市太极拳协会

选送的少儿团体太极拳、太极刀

表演及团体太极功夫扇等节目精

彩上演。

（（文文//图图 魏一娇魏一娇））

坚持文化自信 增进民生福祉

山西省杨氏太极在汾阳市举行公益培训暨授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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