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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蔡家崖村街头红色文化和文明创建交相辉映。 康桂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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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时节，夜晚的兴县城刮起一阵阵

秋风让人不免感受到几分凉意，而蔡家崖

红色小吃一条街在节日的气氛烘托下显

的很是热闹。趁着月圆之夜，老百姓走出

家门赏月，庆祝中秋。

而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日常闲逛，晋

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已经成为了兴县的地

标性建筑，新的网红打卡地。在西安打拼

的刘海军带着家人从西安回老家探亲。

他说：“回来不仅是探亲也能让孩子多了

解家乡，了解革命战争年代故事，感悟红

色文化。”

沿着小吃一条街街，在小吃摊主胡建

华的摊位前记者停下脚步与她攀谈起来。

得益于蔡家崖的优势，胡建华摆摊卖辣叨

叨（兴县特色小吃）已经有 4年，别看摊位

小，胡建华每月能赚 4千多元，现在已是村

里的勤劳致富能手。从过去一位家庭主妇

到如今自己摆摊创业，37岁的胡建华很感

慨：“说句实话，我这也是沾了蔡家崖的光，

吃上了红色文化这碗饭”。

“现在脱贫了，吃喝都不愁了，妇女也

能独立创业，就剩我们这些老头整天闲着

没事干。”在一旁的 70岁村民张根儿接着

话题幽默地打趣说道。“业余生活也就是

爱听戏，前几天还赶着看了一场。”

提起去年一场看戏的经历，张根儿很

是激动：“听说有晋剧王后王爱爱还有栗

桂莲要来唱戏，我早早地拿着板凳来到戏

台前。”张根儿兴奋的回忆道，“没想到在

家门口就能看到晋剧团的精彩演出，心里

甭提多高兴了。”

2021 年 11 月，山西省晋剧院演出一

团组织了 90 多人的强大阵容，分别在兴

县县城和魏家滩村两地进行了为期 5 天

的演出。在演员队伍中，有国家一级、二

级演员为 20 多人，更有被誉为“晋剧皇

后”的演员王爱爱、栗桂莲（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孙红丽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丁派”传人）等国家

一级演员到场演出。据张根儿回忆演出

的现场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是他十几年

未见的情景。

“大冬天的，天气特别冷，但看戏的人

越来越多。台上的演员演得好，唱到精彩

处，台下喝彩声、鼓掌声响成一片。”张根

儿说，“最近几年县里安排的唱戏比以前

多了，老年人的生活越来越充实。”

这一切，既是文化惠民带来的景象，

也是乡村振兴应有的内容。乡村振兴既

要塑形，也要铸魂。送戏下乡，将精彩丰

富的文化艺术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一

年来，兴县按照省“免费送戏下乡一万场”

的要求，完成了 106 场的送戏下乡演出。

一场场公共文化服务好戏连台，为村民们

带来了高质量的文化盛宴，点亮了群众的

幸福生活。

近年来，兴县积极加强文化惠民活

动，持续推进全民阅读工程完成农家书屋

图书补充更新工作，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为全县 15个乡镇 244个行政村

和 9 个社区图书室补充更新配送图书共

计 3万多册，最大限度满足各个层次读者

的阅读需求。同时继续推进文化馆、图书

馆建设，新购买各类图书 1000余册，全面

开放关向应图书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丰富电子阅览室内涵，

更新中小学生必读本、绘本 3000余册，周

六日全面开放，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青少

年的阅读需求。利用兴县关向应图书馆

公众号每天更新一篇红色故事，扩大关向

应图书馆的影响力，激发广大民众阅读热

情。

文化惠民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快步

提高之后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社会主义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

一项惠及全国人民，普及大众文化的工

程。实践证明，文化惠民能真正丰富农民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升了老百姓的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时美军就出现在我们不远处，随着班

长一声令下，我赶紧把手榴弹后盖拧开，使出

全身力气扔了过去……”走进岚县岚城镇

120 师司令部旧址，90 岁高龄的老兵冯玉堂

正在向该镇机关干部讲述当年抗美援朝战争

中艰苦卓绝的战斗故事，一堂特殊的党课让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革命前辈舍生忘死的精

神产生的感染力号召力让大家的崇敬之情油

然而生，老人胸前的“抗美援朝 70周年”纪念

章显得更加熠熠生辉。

岚县充分发挥革命文物、革命遗迹的纽

带作用，将岚城镇八路军 120 师司令部旧址

打造为党员干部培根铸魂、锤炼党性的重要

基地，现已成为吕梁市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通过举办“继承革命传统，汲取奋进力量”岚

县革命历史展，让参观者在考察调研、现场教

学和体验教学中，重温革命故事、追忆峥嵘岁

月、缅怀革命先烈，砥砺初心使命。讲解员每

天都要向前来参观的人员激情讲述岚县革命

历史，富有沧桑感的珍贵革命文物、历史图

片、动人故事转化为“红色教材”，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讲述党史故事，引导干部群众在

学史中明理增信、培根铸魂。

岚县充分发挥党政干部宣讲团、文艺宣讲

轻骑兵、校园宣讲先锋队、青年宣讲志愿队、农

村五老宣传队等五支宣讲团队作用，通过走进

田间地头、厂矿车间、操场课堂等形式，从群众

视角、用群众语言把党的红色历史和理论创新

成果宣讲到基层群众中、寻常百姓家，青年宣讲

志愿队队员刘丽丽走进育红中学教学生学习制

作红色题材的面塑作品，用非遗传承致敬红色

记忆，帮助青少年培育核心价值观。54岁的梁

家庄乡冀家庄村村民成拴亮怀着对党的感恩之

心，怀着对先烈的缅怀之情，长期用剪纸来记录

党的光辉历史，目前已完成中共历程平绒布刻

画作品81幅，总长达456米，并在村党史展厅进

行展览；岚县融媒APP、微信公众平台等多平台

每日为群众推送党史学习资料。

岚县着力培育“德润岚州”品牌，提出了

“433”工程，即推动“树立良好社会公德，营造

文明和谐社会氛围；树立良好家庭美德，营造

美满幸福家庭生活；树立良好个人品德，营造

和谐文明社会风尚；树立良好职业道德，营造

干事创业工作环境”四个体系建设；建立“岚县

‘好人榜’承载淳朴民风，岚县‘好家庭’承载良

好家风，岚县‘好村居’承载文明乡风”三个示

范标准；实现“让文明理念感染城乡居民，让文

明风尚浸润城市农村，让文明基因厚植城乡沃土”三个实践目标。围绕

培育“德润岚州”品牌，全县广泛开展了学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

物、身边好人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望过去的奋斗路回望过去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必须

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发扬好。。岚县正岚县正

在以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德润岚州在以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德润岚州、、培根铸魂培根铸魂，，打造全县精神文明建设打造全县精神文明建设

新高地新高地，，已经推动岚县连续荣获省级文明县城称号已经推动岚县连续荣获省级文明县城称号，，涌现出涌现出““感动山感动山

西西””人物袁润生人物袁润生、、山西省山西省““道德模范道德模范””张成花张成花、、吕梁市吕梁市““孝老爱亲孝老爱亲””文明户文明户

温慧琳等一批先进典型温慧琳等一批先进典型，，这种精神力量正在实践中转化为办实事开新这种精神力量正在实践中转化为办实事开新

局的物质力量局的物质力量。。

这里有独特的黄河黄土风貌这里有独特的黄河黄土风貌，，有奇美的有奇美的

古建筑和民居古建筑和民居，，有多彩的吕梁民俗技艺有多彩的吕梁民俗技艺，，更有更有

厚重的人文精神底蕴……近日厚重的人文精神底蕴……近日，，由中央新闻由中央新闻

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小小的少年小小的少年》》电影开电影开

机仪式在碛口隆重举行机仪式在碛口隆重举行，，这将促使碛口古镇这将促使碛口古镇

的文化的文化、、旅游产业更加繁荣发展旅游产业更加繁荣发展。。

碛口古镇碛口古镇，，地处晋西吕梁山西麓的晋陕地处晋西吕梁山西麓的晋陕

峡谷中部峡谷中部，，临县城南临县城南 5050 公里处公里处，，黄河由北而黄河由北而

来来，，湫水从东而至湫水从东而至，，卧虎山横亘镇北卧虎山横亘镇北，，黑龙庙黑龙庙

雄峙河东雄峙河东，，山环水抱山环水抱，，阴阳交汇之处便堆积出阴阳交汇之处便堆积出

一个千米长碛称为一个千米长碛称为““大同碛大同碛”，”，形成了形成了““虎啸黄虎啸黄

河河，，龙吟碛口龙吟碛口””的奇美景观的奇美景观，，碛口因此得名碛口因此得名。。

全镇面积全镇面积 108108..4545平方公里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镇，，享有享有““九曲黄河第一镇九曲黄河第一镇””之美誉之美誉，，也是晋也是晋

商发祥地之一商发祥地之一。。

历史的辉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如何

把碛口古镇深厚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当地社会

发展的各项事业与产业领域，从而实现彰文

兴业。近年来，碛口古镇始终坚定文化自信，

深入挖掘独具特色的古镇文化资源，加强对

文化的创新和传承，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文

化旅游资源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发展，推动经

济转型发展。

“通过一个个目不暇接的故事，再加上高

科技舞台技术和灯光投影的运用，让我们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了黄河的奔涌，了解了那个

年代黄河岸边的吕梁儿女在这里的生活与拼

搏，这是一场极具视听享受的文化旅游演艺

盛宴。”一位名叫李雪梅的游客告诉记者。

碛口古镇充分运用“文化+”的模式助力

当地经济发展。深挖地方特色，弘扬当地风

俗民情，提升文化品牌形象，推出的大型实景

演艺剧《如梦碛口》，以碛口古镇特有的人文

历史和自然风光为底蕴，依托黄河文化、晋商

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将现代演艺手段

和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涵盖了碛口上下千年

的历史进程，勾勒时代发展脉络，艺术地表现

了晋商的繁荣，向观众们展示了黄河儿女的

奋斗和红色革命的传承。

据了解，《如梦碛口》的成功上演，不仅提

升了 4A级景区碛口景区的知名度，也推动了

碛口古镇旅游景区整体服务功能完善工作。

景区客流量与旅游收入逐年增长，有力地带

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景

区内有各类民宿客栈、农家乐 40 余家，旅游

饭店 60余家，旅游商品经营户 120余家，解说

员近 100人，旅游行业从业人数达 5000余人，接待游客年突破百万人次，

旅游收入达 2400多万元。

除此之外，有关部门积极出台相关鼓励政策，招商引资，完善景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同市内、省内乃至隔壁陕西省的旅行社进行合作，联合开

发组合特色的旅游线路，主打黄河黄土、吕梁风情、原宿民居等。举办多

种旅游文化节，如“枣儿红了”红枣等旅游文化节。力争创建国家 5A级旅

游景区，大力加快打造碛口古镇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品牌的步伐。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细化和个性化，相信碛口

古镇将会继续深入挖掘利用文化旅游资源，使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以文化旅游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

型升级，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用丰富的碛口古镇文化旅

游体验赋能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金秋九月，走进汾阳市阳城镇西阳城

村，一幅幅题材新颖、内容丰富的文墙画

映入眼帘，步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村

民们正围坐在一起观看文艺演出，欢声笑

语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

们的业余生活，让村民们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也提高了村民的素质，让大家都积

极参与到志愿服务中，互帮互助。”西阳城

村党总支委员会委员霍红霞说。

乡风文明是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是

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更是满足广大农民

群众“过上好日子、活得有面子”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关键所在。近年来，西阳城村

紧紧围绕“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

人、成风化俗”目标，分类施策、突出特色，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培育文明新风，为

乡村文化振兴添活力。

西阳城村结合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将

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传统民俗文化、文明新

风尚等内容有机结合，精心打造图文并茂、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墙，展现了富裕、文明、和谐

的新农村面貌，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明

白墙、美德教育墙、文明新风墙，潜移默化地引

导着群众向上向善，传递着文明新风尚。

“我们村打造的这条文化街非常漂

亮，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二十四孝这些

主题都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既弘

扬了先进文化,又传播了文明新风,传递了

满满的正能量,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村

民赵全浩说。

为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幸

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西阳城村不断加大

投入打造文明服务阵地，成立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开设戏曲、歌舞、棋牌、篮球、乒

乓球等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并组织

带领村民开展了环境整治、疫情防控、文

化宣传、移风易俗、文明创建等多种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主题活动，使之成

为 教 育 、凝 聚 、服 务 群 众 的 基 层 综 合 平

台。同时，该村成立了宣讲队和志愿服务

队伍，邀请市优秀教师和道德模范宣讲优

秀事迹，在全村营造出“积小德为大德，积

小善为大善”的良好风气；党员干部带头

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倡导人人成为乡

风文明的“前行者、引领者”，把文明的种

子播撒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让村民的文

明素养得以内化于心、外践于行，让崇德

向善的良好风尚在村里蔚然成风。

如今的西阳城村，民风越发淳朴，乡风

越发文明，邻里互帮、助人为乐已成常态，

村民们关系更加和谐融洽了，民心也更为

凝聚。美丽生动的文明创建画卷，正在这

里徐徐展开，西阳城村将继续坚持以文化

人，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全面开展乡风

文明等文化活动，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兴县——

文化惠民让生活更美好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康桂芳康桂芳

碛
口
古
镇—

—

以
文
化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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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推
动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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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发
展

□
本
报
记
者

高
鹏
艳

汾阳市西阳城村——

“以文化人”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落地生根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华刘华

岚
县—

—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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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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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
习
记
者

王
卫
斌

中阳县佳境天城小区党

群服务中心设立读书角为居

民提供便利。 薛志雄 摄

孝义市“非遗”文化

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道

上。 薛志雄 摄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对面的水果摊，收获着红色文化旅游带来的实惠。 康桂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