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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凯治

大唢呐是我国历史悠久、流行广泛、技巧

丰富、表现力强的民间吹管乐器，发音开朗豪

放、高亢嘹亮，刚中有柔、柔中带刚，深受群众

喜爱。在临县，有一位民间大唢呐传承人——

刘毅，他的大唢呐表演风格多样、动作活泼，深

受大家的喜爱。刘毅不但是一位演奏者，更是

一位传承大唢呐艺术的幸福奋斗者。

正如歌谣所云：“咱们临县人，唢呐伴一生。”

唢呐声中的悲喜正是这方水土人们的悲喜。

说到刘毅与大唢呐的渊源，就不得不提一

位对其极具影响的人，那就是他的父亲刘晓

弘，“临县大唢呐”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记得

小时候，父亲在吹大唢呐的时候，母亲会把孩

子们支开，以免影响父亲练习。”但父亲对大唢

呐的坚持和执着已唤醒了小刘毅血脉里最初

的文化基因。

早在 2006 年，申报首批山西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时候，刘毅就跟随父亲系统整理了

“临县大唢呐”的传承谱系、古曲牌和民间故事。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刘毅和父亲共同成立了临

县大唢呐培训活动中心，中心成立后，贴钱贴物，

免费给有艺术天赋又愿意学习大唢呐的年轻人

提供培训。为了吸引和留住学员，给学员发放补

贴，多年来正是这份默默无闻的坚持，刘毅陪着

“临县大唢呐”度过无数个危难之时。

2011年，12月，被命名为“临县大唢呐”的

市级代表性传承人。2015年刘毅成为了一名光

荣的共产党员，同年 8月，又被认定为“临县大

唢呐”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12年以来，刘毅

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上一直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恪守

“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的“非遗”传承宗旨，

刘毅走村入户搜集整理传统古牌曲 20余首，传

授学员保护牌曲 35首，征集传统大唢呐遗物 85
件、老照片 4幅，录制老艺人演奏音像 8小时，带

领学员义务展示展演 135场次。非物质文化遗

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九年来，培养出了市级

传承人 3名，县级传承人 5名。培养民间大唢呐

从业者 140余人，人均从艺收入 6万元以上。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同时，使培训后的

农民摆脱了困境，过上了幸福生活。

经刘毅改编过的传统曲目《五连套》《娶亲》

《化道子》，在传承古曲精髓的基础上，更加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习惯。2019年，刘毅和父亲创编

了独具特色的节目《闹春》，将传统大号、民歌与

花鼓融合，表现了大秧歌从出场到收尾的宏大

场面。《闹春》一经演出，取得了极大的反响，深

受百姓喜爱，荣获山西省第十八届“群星奖”，同

时受邀参加了山西大剧院颁奖晚会。他创编的

移植曲目《迎春》《喜酒歌》《兰花花》等，使黄河

精神和黄土风韵融汇于唢呐吹奏乐中。2020
年，刘毅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2020年乡村文化和

旅游能人支持项目。同年，组织的“黄河大唢

呐”演出团队入选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服

务品牌项目”，并带领团队全省巡演。

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不忘培养他成长

的家乡，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在前行中坚守，

在坚守中探索，刻苦努力、不懈追求，在回报家

乡的人生征途上，已打造出一片小小的天地，

为众多青年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如今，刘毅仍

默默无闻地耕耘，兢兢业业地工作，实实在在

地做事，为实现他孜孜以求的光大“非遗”梦

想，不断前进。

刘毅：大唢呐声里的坚守与传承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党史学习教育以

来，石楼县抓住“关键节点”，聚集“关键少数

开展”，突出青少年群体，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不断创新宣传载体，切实做到“规定动作”有新

意、“自选动作”有特色，使全县党史学习教育

创新工作亮点凸显、异彩纷呈、成果丰硕。

强化领导、高点谋划。该县先后 8次组织

召开全县及相关部门党史学习教育创新工作

部署会、推进会、协调会，印发了《关于加强党

史学习教育创新工作的通知》，在全县各级党

组织推行“一乡一特色”、“一单位一创新”、“一

校一亮点”工作，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参与党

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全

县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典型引领、示范带动。石楼县率先垂范、精

心策划县级层面的创新特色工作，进一步带动

引领全县各级党组织创新特色工作稳步推进、

全面开花。组织 6000余名党员干部进行了知

识竞赛、网上答题、闭卷考试；组织开展“学党

史 聚合力 促奋进”宣讲进基层活动 200 余

场，聘任 119 名“党史宣讲员”，组建起 16 支党

史宣讲小分队，分赴基层生产一线分众化、对

象化宣讲，打通党史宣讲的“神经末梢”，不断

提高宣讲工作的渗透力、影响力、感染力；依托

红军东征纪念馆、《沁园春·雪》文化园、档案馆

党史陈列厅等 8处红色教育基地，各级党组织

组织现场教学 200余场、党员干部受教育 15万

余人次；“八一”期间组织县四大班子领导、专

武干部、中学生 100 余人“重走红军东征路”，

穿红军衣、吃红军饭、唱东征歌，通过体验式活

动，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红色记忆、激发使命担

当；向全县党员干部、中小学生发放《党史学习

教育口袋书》2万余册，引导大家随时随地利用

“碎片化”时间学党史、知党史，让党史学习成

为一种风尚。

党史学习进校园。将党史学习教育纳入

全县中小学思政课，县级领导带头进学校讲党

史，党史专家进校园、党史展览进校园、党史影

片进校园，推进中小学党史教育常态化；深度

挖掘石楼解放前、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以来

红色人物故事、优秀共产党员故事 200 余篇，

编辑印发《初心永恒—石楼红色故事》2000
本，发放全县党员干部、部分中小学生；全面开

展“党员进学校，红色润童心”活动，通过各党

支部和团委联合对接班级的形式，采取“党建

带团建、团建促队建”的方式，不断提高学生党

史学习教育的参与度、覆盖面；举办了歌曲《青

春追梦跟党走》首唱仪式，并在全县中小学中

组织合唱比赛，让孩子们在歌声里感悟党史力

量；石楼县团委在石楼小镇和龙山水岸两个移

民小区开设四个“六点半课堂”，真正把实事办

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此项工作被省委党史学

习教育简报采用，被《中国青年报》等各大媒体

宣传报道；选树一批“小小党史专家”，利用课

余时间在红军东征纪念馆等红色景点进行义

务讲解，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

力；石楼县档案馆挖掘档案资源、党史资料，筹

建并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石楼县历史陈列厅，

实现革命历史档案在线查阅，让档案“活”起来

“火”起来，接待社会各界参观 186批 4300余人

次；举办了石楼县“百年航程 奋进石楼”庆祝

建党百年大型摄影展，自国庆节前夕开展以

来，全县党员干部、学生群众观展 4万余人次。

观摩评比、总结提高。石楼县多次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汇报会、推进会督促、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创新工作，分 3 次深入 9 个乡镇、10 个

县直单位、7 所城区中小学校，采取“听、问、

看、评”的方式进行党史学习教育观摩交流，并

召开总结点评会。通过现场观摩、认真学习、

相互交流，在比较中寻找差距，在学习中互相

提高，在交流中思考新举措，切实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创新工作走新走实。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原原本本学习原

著原文，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广泛搜集文

字资料编印成册，用文艺作品追寻红色革命记

忆……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临县不断加强

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发动，将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实践载体，将凝聚

奋斗合力、开启发展新局作为重要目标，使得

党史学习教育呈现新亮点、新特色。

创新编印学习读本。在学习指定书目的

基础上，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了《中国共产党

临县革命简史》，集中反映抗日战争年代临县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人、出钱、出粮

食、出物资，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编

印 2.6万册，党员人手一册，引导全县党员干部

群众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树

牢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

创新宣传载体。组织全县文艺工作者进

行交流研讨，创作出《刘胡兰》舞剧等一批以

党史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结合送文化下乡，

利用临县秧歌、三弦书、戏曲等基层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宣讲党的历史、

党 员 故 事 ，教 育 群 众 感 党 恩 、听 党 话 、跟 党

走，凝聚开新局的奋斗合力，不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舞剧《刘胡兰》成功入选“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展演”剧目。

集中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信访案件。

连续开展信访积案化解攻坚战和初次信访“集

中攻坚月”专项行动，全面压实县级领导的包

案责任、责任单位的化解责任。特别是县级领

导带头执行“无假日、全天候”接访。包案领导

全面下访，把工作延伸到信访群众家中，确保

群众反映的切身问题得到彻底有效解决。重

复信访积案全部化解和初访案件化解两项工

作进度均位居全市前列。

创优农村人居环境。围绕交通沿线、河流

沿岸、山体边坡、村庄街巷、农户庭院、田间地

头等六大重点领域，采取拆违拆危、清脏清污、

治乱治散、绿化美化等措施，通过典型示范引

领、群众广泛参与、组织观摩评比，着力解决农

村环境卫生“六乱”突出问题，为群众创造干

净、舒适、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

筑牢村（社区）“两委”换届基础。组织党

员群众利用“学习强国”“三晋先锋”等平台，学

党史提素质、悟初心担使命，切实为“两委”换

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乡镇党委第一书记带

头下沉村（社区）一线，聚焦选出“好头雁”，配

出“强班子”目标，充分运用“三访三问”工作方

法，开展摸底排查，逐村开展分析研判，了解掌

握党员群众意愿，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帮助化

解矛盾纠纷，整顿软弱涣散班子，为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换届奠定了坚实基础。

让学习落地有“声”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

临县：党史学习教育有料更有味
本报讯 今年 10月 25日，对于岚县顺会乡顺会村

王家洼小组的郭海珍来说是个不顺的日子。这天上

午，他用农用三轮车运输粮食时，车辆突然发生故障

刹车失灵。他顺手拾起路边的一块石头支挡后轮胎，

不料没有成功挡住，车辆发生了倒滑，致使其手臂不

慎受伤，四指骨折。此时正是岚县秋收大忙之际，一

个家庭主要劳动力受伤，将直接影响他们一家秋收进

度，影响家庭收入。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使本来并不

富裕的家庭因收入减少、医药费支出陷入困境。郭海

珍面对 20多亩还未抢收的庄稼，心急如焚。

正当他忧心忡忡的时候，刚刚换届产生的新一届

支部班子和省工信厅驻村工作队找上门来了。他们

逐户登门拜访，逐家了解民意，逐人征求意见,访民情、

集民意、解民忧、造民福。当他们了解到郭海珍因意

外受伤不能抢收的实际情况时，当即决定，整合工作

队和支部的力量，帮助郭海珍秋收，并将此列为新一

届支部班子为群众办实事的第一件事。

经过两天的紧张忙碌，郭海珍的 20多亩庄稼全部

抢收完毕。不仅保住了郭海珍一年的辛苦收入，还保障

了其后续的治疗费用，防止了返贫，巩固了脱贫成效。

（张岳巍）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刘婕） 近日，文水

县人武部积极组织刘胡兰英雄民兵班与驻村工作队

去下曲镇永乐村免费上门为困难群众修缮危房。

王瑞虎老人今年已经 81 岁，做不了体力活，家庭

困难。他家房顶是瓦片堆砌而成，由于年久失修，部

分瓦片破损导致漏水严重。

该县人武部为王瑞虎老人购买了新屋顶瓦、新支

撑杆等施工材料，胡兰班的姑娘们爬上房顶排查了漏

水位置，将屋顶堆积已久的灰尘、树叶清理干净，再重

新替换新的瓦片。虽然天气下着蒙蒙小雨，但也没有

阻止大家忙碌的脚步。经过半天的紧急抢工修缮，老

人的屋顶终于修好了，切切实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

暖。看着自家修缮一新的屋顶，王瑞虎老人感动地

说：“前段时间的雨太大了，一年四季都在这个厨房做

饭，整个房顶都漏的不成样子，今天姑娘们来帮我修

房顶，真是太感谢了！”

文水县人武部多年来与永乐村结对帮扶，陆续给

帮扶户送去了棉袄、棉鞋、被褥、电视机等生活必需

品，还送去了绵羊以及生猪，通过养殖进行帮扶，每年

秋收时节都会帮助秋收，并以多渠道方式助农销售。

八旬老人房屋漏水
爱心人士帮忙修缮

受伤农民愁秋收
“新官”上任解忧愁

连日来，吕梁机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日常工作，把好交通防疫关口。工作人员采取严格的

防疫措施，对进出港旅客进行测温，并检验健康码、行程码等。对工作人员每三日进行一次核酸

检测和环境检测，对航站楼定时定点进行消毒通风，确保我市机场入口防线安全。

侯利军 摄

全面细致检查全面细致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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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规定动作”有新意“自选动作”有特色

石楼县：党史学习教育走新更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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