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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扭出精气神 欢歌唱出幸福路
——交城段村“新春大型街头文艺展演活动”侧记

□ 任红生 郭志远

红润的脸庞，粗壮的臂膀，纯朴的庄稼汉

子们用铿锵的舞步、恢弘的气势，舞出了交城

段村秧歌的精气神。2 月 22 日（正月十八）上

午，交城县段村文化广场锣鼓喧天、欢声不断，

由交城县夏家营段村组织的 2019年“历史文化

名村大型街头文艺展演活动”大放异彩。乐手

们手执甩子在前面开路，腰鼓队的小伙子们龙

腾虎跃，敲着整齐的鼓点跟进……交城县段村

的街头文化展演，原汁原味原生态，为前来观

赏的人们呈现了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

正月十八一大早，段村主街道上锣鼓喧

天、彩狮欢腾。踩着铿锵激昂的锣鼓节奏，和

着高亢嘹亮的号子声，浩浩荡荡的秧歌队伍边

舞边扭、意气风发。所有队员披红挂彩精神飞

扬，汉子们敲锣打鼓豪情万丈，婆姨们舞彩绸

甩彩扇、柔情款款。

在节奏明快的锣鼓声中，一支支秧歌队伍

相继亮相。主街上有彩车，舞龙、耍狮子，骑毛

驴、划旱船，锣鼓、高跷、背棍表演等，应有尽

有，层出不穷，姿态万千，让人应接不暇。还有

几个比较空旷的街口，有舞狮子及腰鼓队、秧

歌队表演。跟着整齐的鼓点，演员们身姿轻

盈、步调从容，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们大部分

都没有专业功底，都是从锅台炕头上走下来的

普通百姓。搬到城里居住回来探亲的村民韩

艳红自豪地告诉笔者，“参加展演的全是我们

村的村民，有种地的农民，有正在读书的学生，

也有在外打工回家过年的年轻人。他们当中

最大的 85岁了，最小的才 3岁，为了这次演出，

大家都拿出了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段村老百姓都爱唱爱舞，再加上段村本

来就有文化底子，爱好文艺的人多，多年来自

发形成了多支演出队伍，去年段村被评为历史

文化名村，所以咱们更有底气了，也更有热情

了！”村民们说。“我今年 85岁了，我打小起就学

会了背铁棍，但今年是最畅快、最自豪的一

次！”表演铁棍的领队任勇高兴地说。

段村秧歌队的张大婶已经 72岁了，扭起秧

歌却轻盈自如。用她的话说，现在生活好了，

啥都不愁，听说村里要闹秧歌，她早早就报了

名，从去年腊月十几就开始排练了，不仅锻练

了身体，天天和大家一起，邻里关系也越来越

好了，这日子真是越来越幸福啦。

大人们舞的是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小孩

子们看的是红红火火，锣鼓喧天。今天，他们

把活动当成了舞台，而盛装出场的自己，就是

站在中央的主角儿。欢快的秧歌扭出了他们

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喧天的锣

鼓声释放着节日的喜悦。

此次街头文艺展演活动为大家呈现了一

台精彩的秧歌盛宴，特别是背棍更是赢得了现

场群众的掌声和点赞。说起“背棍”，很多人就

叫不上名字了。段村背棍背棍历史，源远流

长，是一项独特的传统民俗文化。你瞧，只见

几个身强力壮的后生或是中年男子，每个人肩

背着一个铁架子，下扎于腰，中搁于肩，上部为

一个铁插座，每个铁插座上面固定着一个穿着

戏装的涂脂抹粉的小女孩或小男孩。小孩们

被举在半空里，随着背棍人的舞步摇摆水袖。

除了这种肩扛身背的，还有一种是固定在

花车上的“背棍”，也引来了众人的齐声喝彩，

花车上以各种亭台楼阁造型为背景，孩子们扮

成传统古装戏中的人物，固定好双脚站在上

面，随着铁棍抬棍人的动作调整舞姿，棍上棍

下节奏一致，行云流水，给观众美的享受。

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好看的舞

蹈，送来天天的欢腾……居住在城里的交城摄

影师郭师傅兴奋地说：“我们很早就过来了，非

常期盼这场演出，看了这么多精彩的节目，非常

开心，展现了我们交城人的精神风貌。”

“街头文艺展演不仅是一场演出，更要办

出咱自己的精气神，展现段村人的新风貌，凝

聚发展的正能量！”段村村委会主任马万喜兴

奋地说。

铿锵有力的威风锣鼓、妙趣横生的腰鼓、婀

娜多姿的旱船、独具特色的背棍，一个个极具浓

郁地方特色的节目让人目不暇接，把气氛推向

一个又一个高潮。喧天的鼓声，欢快的秧歌，处

处洋溢着段村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赞美，集中展

示了全村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奏响

了段村新一年转型跨越发展的胜利凯歌。

据悉，段村从汉代的印驹城到唐朝时正式

改名为段村，经历了宋、元、明、清直到民国初

年，段村成为了附近清徐、文水、交城这一带的

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村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像

这样的建筑，青砖、素瓦、高墙、深宅，这里的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它们的历

史。2017年交城县夏家营镇段村被成功评为第

五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此举实现了该县创

建历史文化名村的“零突破”，为这座千年古县

又添一张新的文化旅游名片。

近年来，交城县在积极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同步创建省级和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加

强保护和修缮工作，让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得以延续。段村不仅保存了完好的古代村落

格局，而且保存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在这里历史与文化的延续得以充

分体现。时至今日，村内百年老店林立、民

宅等设施古风犹存，特别是村内院落建筑保

存完整，从马嵩年宅院、马有德宅院、尹周

宅院等依稀可以看到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建筑风

格和工艺缩影，彰显出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

特的文化艺术价值。

本报讯 2 月 24 日，2018 年天龙救援队交城分队总

结表彰会召开，表彰了 2018 年参加救援活动的优秀队

员。交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佃忠及 12家公益伙伴和

嘉宾应邀出席了大会。

作为交城县第一支民间救援队伍的天龙救援队交

城分队于 2016年成立，最初由户外运动爱好者组织发展

而成，如今共有正式队员 43人、志愿者 300余人，由热心公

益事业人士、退伍军人、医护人员、户外爱好者等共同组

成。2018年，天龙救援队交城分队共完成了 2018年农历

五月初五端午节卦山执勤、安保工作，"圆梦微心愿，温暖

新交城"公益活动，太原国际马拉松赛安保，太原国际越野

跑挑战赛安保等 48次任务，其中省内联合救援 1起、寻人

34起、保障 4次、公益活动 3次、学习交流 6次，出队 669
人次，队员服务时长达到 16044小时 30分。表彰会上，蒲

渠河农村淘宝服务站站长雷刚亮、湘厨创意江湖菜总经理

张俊文等爱心企业以及爱心志愿者耿少刚、闫维刚获得

“公益合作伙伴”奖，以表彰他们对救援队的大力支持和关

心关爱。天龙救援队吕梁支队副支队长刘俊生、文水分队

对长宋刚、孝义分队和交城分队队员、志愿者 100余人齐

聚一堂，参加了表彰大会。 （任红生）

本报讯 2 月 21 日，交城县组织召开“改

革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动员部署会。交城

县委书记张振明，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潞萍等

县四大班子及其他县级领导、县直各单位负

责人、十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部分条管单

位负责人、县“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领

导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张振明在会上指出，全省开展的“改革创

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是省委立足山西目前所

处的历史方位，着眼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

三大目标任务，结合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

工作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长远的战略考量。全县各级、各部门一

是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改革

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开展大

讨论是践行四个意识，体现对党忠诚的重大

举措；是立足时代坐标，紧跟时代步伐的迫切

需要；是主动破解难题，全面拓展新局的关键

抓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部署要

求上来，以思想觉醒和奋斗姿态推进交城改

革开放再出发，实现交城各项工作新突破。

二是要坚持破立并举，以问题大解决，推动交

城事业大发展。通过大讨论，深刻反思剖析，

梳理实干导向，带动整体工作，从而在深化改

革上取得新成效；在激发创新活力上取得新

成效；在对外开放上取得新成效；在运用市场

推进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在提升工作标杆质

量上取得新成效；在打造担当作为干部队伍

上取得新成效；在推进三个一批上取得新成

效；推动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在交城落

地生根。三是要把握好大讨论开展范围，程序

步骤、主要任务、关键环节，推动大讨论扎实有

序开展。四是要强化组织领导扛起主体责任，

坚持问题导向，做好宣传发动。通过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把全县人民都发动起来，让大讨

论，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厂矿车间，走进群众心

坎儿，确保大讨论取得预期成效。

张振明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以新姿态、新担当、新作为开创各项事业新局

面，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张潞萍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作了进一步强调，要求全县上下要按照省委、

市委、县委的要求，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

识开展“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的重要

性、紧迫性，立即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

习传达会议精神，把大讨论作为政治任务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迅速掀起大讨论热潮，营造

出改革创新的浓厚氛围。要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一把手工程，在落实好市委规定动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工作责任，创新讨论内

容，科学合理制定自选动作，增强大讨论的针

对性，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大讨论各项部署，

确保大讨论取得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联

系工作实际，把大讨论作为开年头等大事，将

大讨论的主题和要求贯穿到两会全过程，进

一步谋划好全年各项工作，以大讨论提高履

职能力，推动破解难题，牵引全年工作，用工

作实际检验大讨论活动成效，实现能力再提

升、工作再提速、成绩再提档，从而推动全县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郭晋）

本报讯 既要交好政治账，更要交好民生账。2018
年，在脱贫攻坚这场必须打赢的战役中，交城县全年减贫

11827人，退出贫困村 27个，实现了连战连胜。三年来，

累计减贫 27211 人，退出贫困村 69 个，贫困发生率由

17.6%下降至 0.47%，达到了摘帽标准。

战果来之不易，成效更需巩固。通过实施脱贫攻坚

巩固提升工程，通过脱贫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脱贫攻

坚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据了解，今年，交城县将继续牢

固树立“脱贫攻坚是最大的政治任务、最重的民生工程、

最好的发展机遇、最强的党建实践”的政治站位，以中央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指导意见为遵循，以“补齐短

板、全面达标、强化弱项、提升质量、完善机制、巩固成果”

为重点，把握“三个转变”，坚持“四个不减”，实施“五大工

程”，确保全县脱贫攻坚在“打赢”基础上全面“打好”。

把握“三个转变”。准确把握脱贫攻坚阶段性特征：把

握工作重点由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向巩固脱贫成果、解决

“边缘户”问题转变；把握帮扶方式由以提高收入为重点的

物质扶贫向以激发内生动力为重点的精神扶贫转变；把握

投入机制由政府投入为主向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投入转变。

坚持“四个不减”。研究制定《2019年脱贫攻坚巩固

提升行动计划》，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坚决做到“四个不

减”，确保脱贫不返贫、致富有保障。坚持组织领导力度不

减。对未退出的 4个村，在原有帮扶基础上，由县四大班

子一对一强化包联。坚持驻村帮扶力度不减。在保持干

部结对帮扶关系不变的基础上，确保驻村力量只加强不削

弱。严格把关选派优秀的年轻干部驻村帮扶，打造一支永

不走的工作队。坚持资金投入力度不减。县本级财力在

“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基础上，优先支持脱贫攻坚，确

保县本级投入不低于上一年度，确保巩固期财政投入总量

不低于攻坚期投入。坚持政策落实力度不减。用足健康、

教育、兜底三张“民生保障政策牌”，落实好“136”惠民政

策、三保险三救助、教师结队帮扶、两项制度衔接等政策，

构建坚实、长效解决绝对贫困的政策保障体系。

实施“五大工程”。以脱贫质量和成色双提升为目

标，深入实施“五大工程”。实施产业扶贫增效工程。继

续实施产业扶贫“6133”工程，逐村逐户落实“五有”机制，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进贫困村贫困户产业支撑全覆

盖。切实建好产业扶贫项目库，动态管理，及时调整，绩

效考核。实施内生动力提振工程。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

扶德并举，全县域推广“孝心基金”典型做法，在十乡镇政

府所在村设立“爱心超市”。评选“百佳脱贫致富典型”，

树牢好日子靠干、新生活靠拼的意识。实施社会帮扶联

动工程。深化“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引导企业加

大帮扶投入；组织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志愿者

协会、公益顺风车协会等社团组织广泛开展公益活动，凝

聚社会帮扶强大合力。实施社会保障提标工程。建立健

全致贫返贫预警机制，重点关注脱贫户和贫困边缘户等

各类返贫现象，建立健全返贫户保障机制，投入 50 万元

设立贫困户返贫保险，提高脱贫户防范风险能力。实施

易地搬迁配套提升工程。推动梁家庄集中安置点管委会

正常运营，完成城南菜市场建设，支持天瑞小区服装加工

车间做大做强，确保搬迁群众养老、教育、就业有保障。

持续按照“1379”工作法，年内全面完成 36个整自然村拆

除复垦工作，严格坚持“一户一宅，住新必须拆旧”的原

则，完成其他易地搬迁对象的拆除复垦工作，新增耕地全

部进入交易平台并完成交易。同步做好后续产业发展，

让群众享受更多政策红利。 （路小飞）

解放思想 吐故纳新 凝聚起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交城县召开“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动员部署会

图为交城县“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动员部署会现场。

高跷 秧歌表演

背棍 秧歌 握棍

交城县委农村工作暨全县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现场。

交城县实施“345”战略
打好脱贫攻坚巩固战

天龙救援队交城分队
举行2018年表彰大会

天龙救援队交城分队2018年表彰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