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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交口县农业系统举办

了“弘扬吕梁精神，重温习总书记视察山

西重要讲话”主题宣讲活动。县委党校

教授郭晓红为全县农业系统的干部职工

专题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精神。

宣讲中，郭晓红从总书记视察山西

的重大意义，明确把握（经济方式转变、

“三农”工作、脱贫攻坚和民生保障、生态

文明建设、党内政治生活）五大任务，攻

坚克难精准扶贫，用实际行动践行讲话

精神等四个方面，以群众视角，通过打比

方、举例子、数据对比，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

话精神的实质和核心要义，加深了大家

对讲话精神内涵、实质的认识，提高了大

家的思想政治觉悟。

整个宣讲深入浅出、思路清晰，内

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感染力，

赢得了参会人员的好评。大家一致认

为，此次专题宣讲既有政策理论高度，

又紧密联系实际，对大家进一步深刻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精神有重要帮助。在今后的工作中，

要对照总书记讲话精神要求，结合“三

农”工作实际，发挥好带头作用，主动

深入农业农村一线，紧密联系农民群

众，在扎扎实实的为民服务中树立农

业干部良好形象。

（陈玲容）

交口县农业系统主题宣讲内涵丰富

坚决扫除黑恶势力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晨暮中的磁窑古村，静谧祥和，古树照影，给

人展开了一幅灰墙土瓦、青山环绕的美丽画卷。

近年来，磁窑村紧紧抓住交城创建全域旅游示

范区契机,围绕保护传统古村落，积极培育旅游新业

态，走出了一条以党建为统领，用产权制度改革激发

创造活力，推动农村产业优化升级，全力打造文明、

美丽、富裕、宜居新磁窑的发展新路子。

夯实“三基建设”，创建“五个好”党支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具体复杂，

巩固脱贫攻坚十分不易，大家都非常辛苦。”在近日召

开的主题党日活动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李茂

金感慨地对参加主题党日活动的党员们说。近年来，

磁窑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统领一切，把健全领导机

制，提高党员素质,带领全村致富作为工作的重心，创

新工作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完善工作机制，扎实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改革创新、奋

发有为”大讨论等主题教育，实现了党员活动室、便民

服务室、矛盾纠纷调解室、图书阅览室、问题活动室等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提档升级，村级组织建设得到明显

加强。同时，村党支部从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着手，

建立学习制度，定期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学习，不断提

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了村级组织的创

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2015年以来，磁窑村党支部

连续 4年被吕梁市委评为“五个好”农村党支部。

当好群众“领头雁”，心系群众解民忧

“李书记是一个有热情、有担当、有办法，能担负

起带头人职责的好支书。”村民们如此评价李茂金。

“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村“两委”视村民为

亲人，始终把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把村民的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一

切为了群众，甘心做人民的“孺子牛”。

农民体育文化广场增添体育健身器材；改建提升日

间照料中心场所，为 65岁老人提供免费午餐、理发、洗

澡；为全村村民缴纳农村医保及有线电视费用；投资 23
万多元配置垃圾箱、垃圾桶、垃圾车；投资230万元建设

煤改气集体供暖工程……近期，又投资150多万元进行

了磁窑旧村道路的拓宽工程、乡村旅游综合文化广场以

及其他附属设施建设。这些实事好事，正是磁窑村党支

部心系群众解民忧，真心实意办实事的真实写照。

保护传统古村落，留住文明的记忆

处处可见的石砌小径，土坯墙体的古朴民居，留

存着历史的沧桑和淡泊宁静……，作为全国第五批

中国传统古村落，磁窑村不断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

护和开发利用，打造磁窑版的“富春山居图”，再现古

村辉煌。目前已累计投入达 1000多万元，恢复了有

交城文明活化石之称的“大槐树景区”、改造传统民

居小院 5 处、完成了 2000 平方米文化活动广场前期

工程、“磁窑村村公所”旧址景区、交城窑陶瓷博物馆

和产品研发等。

李茂金说，在古村落建设中，充分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不断提高文化品位，把

美丽乡村建设与古村落修复、文物保护相结合，力争

把磁窑古村打造成集陶器文化体验功能，院落民俗

文化功能，怀旧摄影、休闲度假功能等于一体的生态

古村落，昔日古朴的村庄正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行走在古村街头，静谧古韵令人心旷神怡。残

留下来的断墙、残壁、破瓦，让人仿佛穿越时光，又置

身于那晓风残月的清雅生活。乡村记忆馆内陈设的

陶碗陶罐、石碾石磨、耕犁锄头……件件老物件、老

古董，讲述着“耕读文化”，传承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

化，涌动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不禁勾起人们浓浓

的思乡情怀。

现如今，这里淳朴善良的民风、和谐优美的自然

景观，吸引众多游客流连忘返。6 月 2 日举行的“大

美交城·古韵磁窑”全国山地半程马拉松赛，更是让

这座沉寂了千年的村落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五个好五个好””乡村党组织风采录乡村党组织风采录““五个好五个好””乡村党组织风采录乡村党组织风采录

磁窑村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磁窑村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 （记者 张剑平 通讯员 阎
茹平） 近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三晋之

春”合唱比赛，在阳泉市狮脑山百团大战

纪念碑广场拉开序幕，并在阳泉音乐厅

和盂县文化中心同时开赛。来自全省的

七十多支合唱团队汇聚于此，共同礼赞

祖国、放歌山西、唱响阳泉。我市共有六

支合唱团体参加比赛，市合唱协会直属

合唱团和孝义律之韵合唱团获金奖，市

老干部活动中心秋之声合唱团等四支合

唱团获银奖，是我市参加“三晋之春”合

唱比赛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

山西省“三晋之春”合唱比赛是由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合唱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合

唱比赛，大赛自 2006 年启动以来每年

举办一届，已经发展成为山西省一年一

度的文化品牌赛事，被誉为“山西合唱

文化名片”、“中国合唱品牌赛事”。三

晋之春”合唱比赛不仅促进了山西省群

众文化活动向主流艺术文化发展，而且

在促进提高群众合唱艺术上起到了积

极地引导、服务、促进的作用。

本届比赛有几个特点可圈可点，吕

梁报名参赛人员最多、新队伍最多、新作

品最多，参赛的六支队伍中，有四支队伍

是首次参赛，有四首原创或新编作品，吕

梁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秋之声”合唱团的

原创作品《美丽的吕梁山》，吕梁市合唱

协 会 直 属 合 唱 团 的《追 寻》、《碛 口 回

响》，、交口县云梦合唱团的《又见桃花

红》等作品，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强烈

震撼，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评委的

高度认可。此次参赛，锻炼了我市业余

合唱队伍，提高了群众文化水平，展示了

吕梁的文明形象。

我市六支队伍参加第 14届全省“三

晋之春”合唱比赛获 2金 4银好成绩

古村落焕发新活力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交城县天宁镇磁窑村创建交城县天宁镇磁窑村创建““五个好五个好””村党支部工作纪实村党支部工作纪实

□□ 任红生任红生

采采风风

迎二青盛会

展吕梁风采

吕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西侧，因吕梁

山脉由北向南纵贯全境而得名。西隔黄

河同陕西榆林相望，东北与省会太原市相

连，东部、东南部分别和晋中、临汾接壤。

全市基本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

寒夏暑，四季分明。市境总面积 21140 平

方千米，下辖 1 个市辖区、10 个县，代管 2
个县级市，市政府驻离石区。

现辖 1区（离石）2市（孝义、汾阳）10县

（交城、文水、兴县、岚县、临县、方山、柳林、

中阳、交口、石楼），161个乡镇、街道（81镇、

67乡、13个街道），总人口 383万。

吕梁的建置，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

代，当时吕梁有屈邑、平陵邑、中阳邑及瓜

衍县等。公元前 376年，韩、赵、魏“三家分

晋”以后，吕梁为赵国境域，境内设有中

阳、兹氏（即前瓜衍，今汾阳、孝义一带）、

大陵（即前“平陵”，今文水）等。秦庄襄王

四年（前 246）设太原郡后，吕梁遂为太原

郡境域，设有大陵、兹氏等县。

汉初，吕梁仍为太原郡境域。汉武帝元

朔四年（前 125年）分设西河郡后，吕梁分属

西河、太原、平阳三郡。大陵、平陶（今文水

平陶村）、兹氏为太原郡辖县；蔺、皋狼、中

阳、离石、土军、隰、临水为西河郡辖县；蒲子

县为平阳郡辖县。王莽代汉后，兹氏县改兹

同，大陵县改大宁，平陶县改多穰，临水县改

监水。东汉始立后各县遂复旧名。

东汉初，吕梁属于西河、太原、河东三

郡。离石、蔺、皋狼、临水、中阳、平周为西

河郡辖县；大陵、平陶、兹氏为太原郡辖县；

蒲子县属河东郡。永和五年（公元 140年）

九月“因匈奴寇掠，西河郡治南徙五百九十

里”迁至离石县，为吕梁境内最早的郡级建

置。同年，临水县并入离石。中平年间美

稷县“南徙于兹氏县界，寻废”。建安二十

一年（公元 218年）“南匈奴内附”，左部居

于兹氏，中部居于大陵。

三国初分，吕梁为魏国境域。黄初二

年（公元 221年）设置西河郡，治兹氏县，辖

离石、中阳等县；大陵、平陶二县仍属太原

郡，蒲子县仍为平阳郡辖县。

西晋，吕梁境内各县分属于西河国和

太原国，属县未变，仅兹氏县改隰城（西河

国附郭县，今汾阳）。东晋十六国时期，吕

梁境内较为混乱。后赵石勒元年（公元

319年）“以离石县境荒废”设置永石郡，寻

改西河，后燕置离石护军。永兴后西河郡

并入太原郡。

北魏初立，吕梁为太原郡境域，设置有

大陵、平陶、兹氏等县。天兴初增设离石镇，

延和三年（公元 434年）设吐京镇，太平真君

九年（公元 448年），吐京镇下设岭东、岭西

二县，平陶县讳拓跋焘改平遥县，后移出区

境，大陵县改受阳。太和八年（公元 484年）

复置西河郡，太和十年（公元 486年）吐京镇

改吐京郡，同年，废蒲子县，设汾州，吐京、西

河等五郡为其辖郡。太和十七年（公元 493
年）设永安县，太和二十一年（公元 497年）

岭东县改新城，岭西县改吐京。

东魏，吕梁仍为汾州和太原郡境域，

汾州辖西河、吐京等郡，隰城、永安二县属

西河郡；吐京、新城二县属吐京郡；受阳县

仍属太原郡，离石境域仍设离石镇。

北齐、北周之际，吕梁当两政权纷争

之地，北齐斛律金所筑长城的起点——金

锁关即在区内黄芦岭上，今遗址尚存。当

时吕梁境内设有西汾州怀政郡、南朔州西

河郡、吐京郡神武郡和并州太原都。南朔

州系由汾州改称，治所仍设隰城，西河郡

隶属之。离石镇改怀政郡，辖县有昌化、

良泉等县，蔚汾县属神武郡，受阳县属太

原郡，吐京、新城二县属吐京郡，后因裁郡

改属怀政郡。北周建德年间，西汾州改称

石州；大象年间，南朔州改称介州；并增设

定胡、窟胡、乌突三县及同名郡。

历史悠久的吕梁（上）

北武当山又名真武山，古称龙王山，位

于吕梁市方山县境内，吕梁山脉中段，南距

离石区 32 公里，东北离太原 216 公里。北

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由 72 峰、36 崖、24 涧组

成，主峰香炉峰，海拔 2254 米，总面积约 80
平方公里。

北武当山集“雄、奇、险、秀”于一身，是

吕梁山的一颗明珠，素有“三晋第一名山”

之称，系我国北方道教圣地之一。

北 武 当 山 尤 为 可 观 的 是 那 些 千 姿 百

态 的 奇 松 和 栩 栩 如 生 的 怪 石 。 山 体 由 整

体 花 岗 岩 组 成 ，经 过 漫 长 岁 月 的 风 化 侵

蚀 ，造 成 今 日 之 岩 石 裸 露 ，主 峰 突 起 ，巍

峨挺拔，四周几乎都是悬崖峭壁，如神工

鬼斧削劈，其自然景观奇峻秀丽。北武当

山小金顶建玄天真武庙，并有壁画、石刻

多处。

2016年升为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每

年 5—10月是旅游高峰期。

庞泉沟风景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

吕梁交城县西北部 100公里的关帝山腹部。庞

泉沟地处巍巍吕梁山脉的中段，是莽莽黄土高

原上保存完整的一个绿色宝库，系山西的主要

河流文峪河的发源地。庞泉沟是主要保护我国

特有的世界珍禽褐马鸡及其栖息地。自然保护

区山高林密，沟谷交错，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庞泉沟风景区是以保护国家一类野生动物

褐马鸡为主的森林生态型自然保护区，是山西省

的主要林区，涉及 4个乡、2个国营林场，面积 15.7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74%。庞泉沟风景区内山高

林密，沟谷交错，是野生动物生息的良好场所，现

有国家一类野生保护动物褐马鸡两千多只。

庞泉沟是华北落叶松的原生地，也是以华北

落叶松、油松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带。除落叶

外，还有白榆、白桦、白杨等树种，林木整齐，单位

蓄积量高，是山西境内经济价值最大的林区。野

生植物资源也很丰富，其中有大量的党参、黄芪、

甘草、菖蒲、连翘、桔梗、柴胡等药用植物。

北武当山风景区
丰富的旅游资源

庞泉沟自然风景区

璀璨的民俗文化
中阳剪纸主要分布于中阳县境内南川河流

域、刘家坪地区和西山边远山区。南川河流域的

民俗剪纸风格细腻、古朴典雅，在中阳剪纸中占据

主流地位。刘家坪的剪纸风格纯朴、刚健，西山边

远地区的剪纸风格粗犷、浑厚，与南川河流域剪纸

的主流风格相依相存，丰富着中阳剪纸的特色。

中阳剪纸与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血肉相连，它

以中阳当地民俗信仰、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神话

传说为主要表现内容，其中既有以鱼、蛙、蛇、兔

为主题的装饰纹样，也有配合岁时节令、人生礼

仪的民俗剪纸，还有以民间神话为题材的剪纸作

品。中阳剪纸多以红纸剪成，体现着喜庆、热烈

的民俗气氛，有时也根据风俗习惯，运用紫、黑、

黄、绿、蓝等彩色纸剪制作品。中阳剪纸的主要

作者是中阳农村中的劳动妇女，剪纸是她们日常

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她们审美情趣和聪明

才智的集中表现。中阳剪纸富有浓郁的山野泥

土气息和原始艺术质朴的美感，生动形象地记录

了劳动妇女的理想和追求。

中阳剪纸

北武当山风景区北武当山风景区

庞泉沟自然风景区庞泉沟自然风景区

中阳剪纸中阳剪纸

漫扫黑

除恶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