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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

讨论吹响了汾阳市思想再解放、改革

再深入、创新再发力、开放再提质、工

作再抓实的号角，是该市对标一流、补

足短板、争创佳绩的重要牵引。近日，

汾阳市召开市直单位干部“对标一流”

述职评议会。通过“实打实”述职、“背

靠背”点评、“硬碰硬”评议，真正让各

单位“一把手”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

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

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查，努追赶超越

推动全市整体工作再上新台阶。

该市紧紧围绕“改革创新、奋发有

为”大讨论主题，市直单位 36名科级干

部作了口头述职，94 名科级干部进行

了书面述职。科级干部围绕履行职责

情况、存在问题、创新工作思路三个

方面进行“实打实”述职，用数据说

话，用事辅证，总结成绩、查找问

题、提出对策；县级领导在每名干部

述职后进行书面点评。“背靠背”点评

不留情面、直戳痛处、辣味十足，在肯

定成绩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各

述职对象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具体表

现，并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整改措施和

要求。共点出共性问题 58条，个性问

题 147 条 ， 提 出 整 改 要 求 及 建 议 56
条；与会人员对述职部门领导班子或

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硬碰硬”评议。

评议人员根据每位同志述职情况，逐

一填写民主评议表。市委对排名靠后

的单位“一把手”进行了约谈。同

时，建立健全“以督促改、边督边

改、以督出效”长效督查机制，对市

直各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

查、跟踪落实，防止述职评议工作一

述了之、一评了之，确保整改事项落到

实处。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

带了头，干部有劲头。据悉，汾阳市通

过“四个突出”，扎实推进“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各环节工作，激励广

大干部对标一流、勇于担当作为。一

是突出领导带头。全市各级各部门

“一把手”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带头

做到“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

以大讨论为契机，进一步思考自己的

职责是否全部履行，标杆是否选择精

准，作用是否全部发挥，切实发挥好

“领头雁”作用，从全市发展的大局谋

划 推 进 部 门 工 作 ；二 是 突 出 自 我 革

命。围绕本部门本系统实际，做到干

一行钻一行，不断弥补精神软肋、知识

弱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在理论上、

业务上和其它专长上有“几把刷子”，

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三是

突出对标一流。各单位各部门“一把

手”要坚持一流标准牵引，敢于从全球

视野、全国格局、全省发展中审视和分

析工作，善于在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角

度、更远的眼光谋划和推进工作，勇于

先试先行、大胆探索、深化改革，在学

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中，制定

有效措施，努力创造出更多走在吕梁、

山西乃至全国前列的“汾阳样板”；四

是突出真抓实干。紧紧围绕“三个走

在吕梁前列、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目

标，落实好市委确定的“八项任务”和

市政府报告的具体部署，特别是要结

合全市自选动作“开门纳谏——我为

汾阳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虚心

听取关心支持汾阳改革发展有识之士

的意见建议，带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在汾阳大地蔚然成风，奋力拓展各

项事业新局面。

（朱敏 闫文乐）

汾阳市奋发有为狠抓落实 对标一流争创佳绩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又是一年“清明”来，一提到清明节，很自然

地会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这首诗，它写出

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节是 24 节气之一，也是 24 节气中唯一

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日子。提到清明节人们首

先想到的是祭祖、扫墓，其实，祭祖、扫墓，其实这

只是清明节民俗的一部分。

那么“清明节”是怎么来的、有哪些习俗？汾

阳人又是如何过“清明节”的？请走进本期微汾

阳——汾阳的“清明节”。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

是冬至后的第 108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

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中国汉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

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满族、赫哲族、壮族、鄂伦春族、侗族、土家

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等 24个少

数民族，也都有过清明节的习俗。虽然各地习俗

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基本主题。

清明节原是指春分后十五天，1935年中华民

国政府明定 4月 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也叫作民

族扫墓节。2006年 5月 20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清

明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 12月 7日，国务院第 198次常务会议通过

了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其

中规定“清明节”，放假 1天（农历清明当日），2008
年，清明节正式成为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

清明节的由来

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

亡国外。流亡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

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

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随臣介

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

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

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

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

晋文公。即位后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

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为介子推鸣不

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功

讨赏的人。他打点好行装，同老母亲悄悄地到绵

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

推 ，然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

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

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 大火烧遍绵山，却

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

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

状，恸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片衣襟，上写

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

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

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

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

清明节的习俗

扫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

俗由来已久。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

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

到唐朝才开始盛行并相传至今。每到清明节的

时候，大家都会购买或制作一些“纸钱”“元宝”

等，在祖先的坟前用火烧。

踏青
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

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

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

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

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

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

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

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

儿童所喜爱。

放风筝
清明前后，春风正盛，是放风筝的好时节。

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

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

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

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

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

己带来好运。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

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

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

“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 年，

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

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

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汾阳的清明节

缅怀革命烈士
清明节期间，机关单位（组织）、学校等组织

职工、学生去汾阳烈士陵园，祭拜革命先烈，为烈

士扫墓。向牺牲的烈士寄以节日的哀思……

汾阳烈士陵园位于胜利街和英雄路交汇处，

这里长眠着为汾阳的自由、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

的英雄烈士。

据记载，1945 年 8 月中旬，当时日本已经投

降，驻汾阳的日军和阎军（山西军阀）勾结，拒向我

军投降，我八路军计划攻占汾阳城。当时城内西

北角有日寇挖的防空洞（另一说是内线挖的），用

来连接城内外，准备里应外合攻取汾阳。当时汾

阳的日本驻军有一千多，再加上伪军，估计有一千

三百人左右。8月 21日夜，八路军晋绥独三旅十

七团三连连长薛春荣率领 67名勇士，由汾中学生

领路趁夜潜伏进防空洞中。准备里应外合解放汾

阳城，不料却被日军发现，并用机枪封锁洞口，至

我军 67名勇士被困洞中。而与此同时，城外大部

队已经展开了激烈的进攻，但因为城墙高耸，而且

内线被破坏，在攻打了一夜后也没攻破敌军防线。

此时，洞中的两个排共 67名战士，在坚持了

一个夜晚后，始终冲不出来。最后第二天清晨，

敌军向洞内施放毒气弹，致我军 67 名英雄全部

牺牲在防空洞内，壮烈殉国。

祭祖、扫墓
人们到祖先的坟头铲除杂草，修补塌土，用

新土把坟堆加高加固，民间称之为“整修阴宅”。

除此之外，还要烧纸钱，烧金元宝（锡箔纸折的），

冥币。因清明这天三黄五煞都避之，动老坟土是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扫墓。

清明扫墓时都要携带祭祖的面食供品。节

前，要蒸白面馍。汾阳有的地方有蒸“寒燕”（也

称“子推燕”）风俗，家家挂面塑燕燕，沿袭至今。

拇指大的面燕千姿百态，串扎在一束束酸枣刺枝

上，既表示家庭兴旺、子孙繁荣，又象征春回大

地、万物复苏。即使在凭吊祖先的伤感日子里，

汾阳人也不失积极向上的乐观信念。

扫墓、祭祀后，家人们一起或踏青或聚餐。

市民在缅怀逝者的同时，追忆往事、话叙亲情成

为节日新主题，承载传统祭祀功能的清明节正悄

然转身为“家族团圆日”。“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

节奏加快，繁忙的工作似乎冲淡了家族亲情，而

清明节祭拜则提供了一个团聚的好机会。”清明

节在缅怀逝者的同时，生者多了一份交流与沟

通，牵起久违的亲情，生活节奏越加快，其“团聚”

功能越发凸显。

如今，汾阳人也紧跟时下潮流，常趁着清明

小长假出门旅游，如：全家老小，一同去采摘基

地，体验一下采摘乐趣，放松放松心情，调节身

心，为节后更好的投入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

不仅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节日，也是中

华民族认祖归宗的纽带，更是一个远足踏青、亲

近自然、催护新生的春季仪式。象征着新季节、

新希望、新生命、新循环的开始。

本报讯 三月的成都，处处散发着浓浓的春意，树木吐露嫩芽，百

花绽放争香。在第 100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即将开幕之际，3月 20
日，由山西省商务厅主办，汾阳市人民政府、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吕梁市白酒协会承办的山西汾阳杏花村清香型白酒产业发

展研讨会暨第三届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和第 20届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推介会在美丽的蓉城成都召开。

山西省商务厅巡视员王来平，国际市场发展处处长王芳，副处长张俊

峰，外贸处副处长白锦华，省展览馆馆长李正峰，以及汾阳市市长吴

晓东、市人大主任白小勤、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张艳斌、副市长闫成

虎、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郝耀光、杏花村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董士元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此次推介研讨

会。会议由汾阳市市长吴晓东主持。

会上，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郝耀光向与会嘉

宾介绍汾阳白酒产业和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情况，并对第 20届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和第三届山西（汾阳·杏花村）世界

酒文化博览会进行了推介。他说，今年的 8月 21日和 9月 19日，汾阳

将分别举办第 20届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和第三届山西

（汾阳·杏花村）世界酒文化博览会，同时，“中餐厨师之乡”的汾阳还将

在 4月 22日举办第八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山西赛区）。届时，希望在

座的各位嘉宾媒体朋友能来汾阳看美景、尝美食、品美酒，同时也希望

越来越多的朋友能来美丽、包容、开放的汾阳参观考察、投资兴业、共

襄盛举，共同见证、支持和分享汾阳白酒产业的发展和辉煌。

近年来，汾阳市始终把以汾酒为龙头的白酒产业发展作为经济

发展的第一产业和第一要务，以品牌和历史文化等特色优势，举全市

之力建设清香型白酒世界核心产区。2018年全市白酒产量达到 13
余万吨，同比增长 20%；产值完成 114 亿元，同比增长 40%。以白酒

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汾阳杏花村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

35.8平方公里，区内实现了“九通一平”。现启动项目 22个，总投资

251.2亿元；入驻企业 116家，其中酿造企业 47家。去年全年，开发区

销售收入完成 228亿元，同比增长 28%,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4.5
亿元。开发区内，种植优质酿酒高粱 5万吨；先后投资近 10亿元建成

8个包材企业；白酒网上销售额将近 10亿元，从业人员突破 2万人，

杏花村镇东堡村进入全国淘宝村名单。位于开发区内的中国汾酒城

建于 2010年，投资 100亿元，是山西有效整合周边和省内白酒资源的

龙头项目，是山西“黑转白”、加快转型发展的“一号工程”。占地 5.5
平方公里，占地面积相当于两个平遥古城，建筑面积相当于 10个北

京故宫，100多座仿唐、宋、明、清的建筑气势恢宏，绵延 10公里的城

墙可储酒 20万吨。是集白酒、保健酒生产，酒文化旅游度假，酒类产

品营销，仓储物流，包装彩印，酒糟饲料加工，高粱种植等相关产业开

发于一体的综合体，是中国白酒行业的大手笔。

会上，参会的企业家代表就企业在整合抱团发展中面临的具体

困境和问题进行了发言；在川汾阳籍人士就如何发展汾阳白酒产业

纷纷提出建议和对策；行业内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白酒产业发展、

行业整合提升、会展经济发展等进行解读和分析。

会上，山西省商务厅巡视员王来平对汾阳按照新发展理念和高

质量发展要求，突出产业重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做大做强白酒产

业，推进市域经济高水平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表示肯定，他希望汾

阳市要持续壮大核心，充分发挥白酒产业龙头带动效应；要持续搭好

平台，充分发挥开发区产业集群效应；要持续办好展会，充分发挥酒

博会的文化品牌效应。

汾阳市市长吴晓东在总结发言时表示，当前山西全省正在开展

轰轰烈烈的“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这次研讨会也是一次“改

革创新、奋发有为”的大讨论，各位与会人员的好建议、好办法将全部

带回汾阳，将结合汾阳白酒产业发展实际，进行认真细致梳理，打破

行业困局，对标一流谋求汾阳白酒产业再有更高更快更好的提升，助

推汾阳会展经济再腾飞。

此次糖酒会，汾阳市组织汾阳王酒业、新晋商酒庄、晋裕白酒等

12家白酒企业参加，会同汾酒集团集中展示山西汾阳清香型白酒的力量！

据了解，以杏花村汾酒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有 6000年的酿造史、1500年的成名

史、800年的蒸馏史、300年的品牌史和 100年的世界史，是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

之根，是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者，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教科书。目前，汾阳市拥有

“汾”“竹叶青”“杏花村”“汾阳王”4个中国驰名商标和“汾杏”等 19个山西省著名商

标。作为世界十大烈酒产区汾阳清香核心产区来说，2017年以来，汾阳市已连续成

功举办两届世界酒文化博览会，硕果颇丰。世界 6大蒸馏酒来自 11个国家的 68家国

外企业以及茅台、五粮液等全国十七大名酒相聚杏花村。两届酒博会累计有 1100余

家中外企业参展，参观人数突破 42万人次，签约成交额 8.1亿元，现场零售额约 1.5亿

元，签订合作项目 22个、签约金额超 200亿元。 （李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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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的清明习俗

本报讯 全市“改革创新、奋发有

为”大讨论动员会议以来，汾阳市委宣

传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调动的宣传资

源，通过把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及时在

各级各类媒体推送“大讨论”情况和先

进典型, 不断强化宣传造势，在全市营

造出浓厚氛围。

媒体融合齐发力，形成强大舆论

磁场。吕梁市级以上媒体发稿方面：

在中央主流媒体发稿 20 余篇，其中尤

以新华网发表《山西汾阳杏花村清香

型白酒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新华社发表《了不起！两大世界级酒

业盛会相约山西汾阳！》最为突出。以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为主题，

在《山西日报》发表 12 篇、《吕梁日报》

发表 17篇专题稿件，其中尤以在《山西

日报》发表的《汾阳市全面提振干群精

气神》最为典型。电视宣传报道方面：

在市广播电视台、智慧汾阳手机台密

集推送 76 条大讨论专题短片，上报吕

梁市 7 条，每日流水滚动播出 16 条标

语；在《汾阳新闻》、手机台开设专栏，

重点播发全市上下开展“大讨论”的实

际行动和具体举措，报道各级各部门

开展“大讨论”的进展成效、典型事迹，

营造出全市上下扎实开展“大讨论”的

浓厚舆论氛围。网络新型媒体宣传方

面：在汾阳市公众信息网开设“汾阳改

革再出发”专栏，发表 32篇有关我市各

级各部门开展“大讨论”进展情况的新

闻稿件；在汾阳市政府网发表有关“大

讨论”稿件 20篇；在《黄河新闻网》吕梁

频道发稿 50 余篇，深度报道“大讨论”

在我市群众中引起的热烈反响；在新

华社客户端“山西吕梁汾阳”和今日头

条“汾阳发布”共发表 32篇“大讨论”主

题新闻宣传报道；运用 H5软件制作了

《开门纳谏：我为汾阳高质量发展建言

献策》文章，通过“微汾阳”发布，动员

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广泛在微信朋友圈

转发，并在《汾州乡情》《汾阳发布》等

平台进行宣传；运用新浪微博转发汾

阳有关“大讨论”新闻稿件。通过群众

喜闻乐见的宣传引导形式，在全市营

造出解放思想、对标一流，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的良好氛围。

全方位广覆盖，形成浓厚社会氛

围。高速广告宣传方面：在青银高速汾

阳段，制作了 5座跨桥宣传标语和 1座

擎天柱宣传标语；在汾阳高速东出口，

制作了龙门架宣传标语一个；在高速出

口制作了大型喷绘标语版面 25块，面积

2500 余平方米；在汾阳高速东口至西

口，制作了 485 块道旗广告宣传标语。

城区范围宣传方面：利用城区所有工地

建筑围挡、楼宇墙体设置“大讨论”宣传

标语 50余条；利用全市公交车、出租车

车载电子屏 24小时不间断滚动播放宣

传标语；利用城区十字路口、临街商铺

电子屏循环播出大讨论宣传标语。

乡镇和市直机关宣传方面：动员

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悬挂条幅标

语 500余条，设置宣传牌 、刷写墙面宣

传标语 160余条；市直各单位悬挂宣传

标语 152 条，利用 66 处单位电子屏滚

动播放宣传标语；设置“大讨论”宣传

展板 12块，出动宣传车 1辆，在城乡全

天候流动宣传。通过在人流量密集的

场所开展主题宣传，进一步提升了人

民群众对“大讨论”的知晓率、参与率

和满意度，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

式开展社会宣传，使该市“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随时可见，基本覆盖了全市各个层面，

群众知晓率达到了 80%以上。

学习选树典型，形成争先创优氛

围。学习先进典型方面：制作了 440余

份《全省“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

报告会》《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光

盘等学习资料，发放至各乡镇（街道）

和市直各单位，并要求集中观看。3月

12 日，组织举办了汾阳市改革创新先

进典型报告会。会上，栗家庄乡栗家

庄村党总支书记朱继尧、山西粮缘金

土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郝秀

海、汾阳市淼莹渊食用菌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李丹丹三名同志，结合亲

身经历，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分别讲述

了各自“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工作

实践和切身体会。报告会在全市党员

干部群众中产生了热烈反响，收到了

良好效果。选树先进典型方面：制作了

3分钟微视频，向吕梁市推荐了我市贾

家庄村党委书记邢万里、栗家庄村党总

支书记朱继尧、山西粮缘金土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郝秀海三名同志为

吕梁市“弘扬吕梁精神、聚力改革创新”

先进典型候选人，并即将在各县（市、

区）开展巡回宣讲。发现先进典型方

面：派出主力记者全程报道该市市级领

导以“大讨论”为主题，“走出去”对标一

流学习考察先进地区典型经验的有关

情况，特别是重点报道好该市白酒在成

都酒博会上取得的最新成效，将与会人

员提出的有关汾阳白酒产业改革发展

的好建议、好办法带回汾阳，助力汾阳

高质量发展。同时，从 3月 22日开始，

市广播电视台和新闻办派出骨干记者，

深入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一线，

开展大讨论先进典型、先进事迹专题

新闻采访报道。通过学习先进典型、

选树先进典型、发现先进典型，形成你

追我赶、争先进位的社会环境，为全市

扎实开展“大讨论”营造出浓厚的舆论

氛围。 （朱敏 王志鹏）

汾阳市委宣传部强化宣传造势 营造“大讨论”浓厚氛围

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