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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六一·我们的节日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子

璇） 5 月 31 日，离石师范附

属幼儿园组织开展以“品古

韵 润童心”为主题的文艺汇

演，让孩子们共赴一场“童梦

盛宴”，留下最美好的童年回

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

暑往，秋收冬藏……”演出在

《千字文》诵读中拉开帷幕。

孩子们身着精美的汉服，用

稚嫩而有力的童声，婉转动

听的旋律，让大家感受到经

典的韵味；节奏欢快、俏皮唯

美的舞蹈《小花旦》《瞧这一

群京剧娃》让大家领略到国

粹的独特魅力，也让孩子们

沉浸在浓厚的古韵氛围当

中；情景剧《花木兰》故事情

节曲折，人物情感丰富，既展

现出家庭小场景的细腻，也

演绎了战场大场景的恢宏，

生动阐述出了流传千年的木

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舞蹈《逛

花灯》《说书人》场面欢快热

烈，充满童真乐趣，充分展示

了孩子们健康、活泼、聪明、

自信的个性品质；《上海老故

事》《西湖传说》更是将观众

带进了充满故事的上海外

滩 ，烟 雨 蒙 蒙 的 如 画 江 南

……两个小时的演出，十余

个美妙绝伦的节目，一次又

一次将演出推向高潮，孩子

们用童趣的舞姿抒发出无限

的憧憬。

台上孩子们节目精彩纷

呈，台下家长和老师们也忙

得不亦乐乎。换衣服、整队形……大家都在为

即将上台的小演员加油，为表演完毕的孩子们

喝彩。“我和孩子爸爸今天都来陪伴孩子过节

日，为孩子送去祝福。看着孩子们在舞台上自

信大方地表演节目，我都激动得快落泪了。”一

位大班的孩子家长这样说到。

“千年文明品古韵，传统文化润童心。希望

这次活动的举办，能够为孩子们搭建多元成长

平台，让小朋友们在中华文化中启蒙智慧，在艺

术表演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广博，在多彩的活动

中提高综合素养，健康快乐成长。”该园园长白

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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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0 日，市委统战部党支部、市文化和旅游局

机关党支部、市文化馆党支部、市久久爱心公益协会

党支部联合在临县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暨“关爱

留守儿童 开展志愿服务 助力红色旅游”主题党日

活动，以实际行动关爱留守儿童，推动乡村教育事业

振兴。

当天上午，四个党支部的党员来到临县曲峪寄

宿制小学校为学校留守儿童捐赠总价值 39000 余元

的校服、运动器材和各类生活用品等爱心物资，并与

孩子们一起过“六一”，为孩子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随后，党员们来到高家塔村的“毛主席东渡黄河

纪念碑”，寨则坪村“青柠商学院”，双塔村“中央后委

机关所在地”等红色旅游村落参观，实地调研乡村红

色旅游重点村建设情况。在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坚

定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终生坚守、矢志不渝的信念。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营造了尊师重教的良

好社会氛围，让孩子们能够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与关爱，让党员干部们在

红色文化和党史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增强责任担

当，为凝聚各方力量，促进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记者 冯倬 刘沛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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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笑）“让我们带着梦想奔跑前行，做城东校园

的追梦者和奔跑者。用嘹亮歌声，激燃我们热爱祖国、进取创新的赤

子情怀。”5月 24日上午，离石区城东小学的孩子们身着节日的盛装

齐聚教学楼前，“六一”主题活动在大家的期盼中如约而至。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您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党

啊党啊，亲爱的党啊，您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一首《党啊亲爱

的妈妈》为三、四年级“唱响红色旋律 传承革命精神”合唱比赛拉开了

序幕。

合唱比赛现场，三、四年级各参赛班级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每

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一个个形式多样、编排新

颖、弘扬主旋律的经典曲目依次上演。同学们用歌声传递着爱国主

义情怀，也用歌声表达着对老师的深深敬意。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

曲回荡在整个校园，铿锵有力的歌声赢得了全场阵阵掌声。

“少年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

了一大批少年英雄，在民族存亡时期，他们勇敢、有担当，用自己稚嫩

的肩膀担起了抗战的重任。”随后的一、二年级“讲红色故事，做新时代

好少年”演讲比赛中，台上的小小演讲者们用声情并茂的稚嫩童声把

王二小大义凛然、英勇献身的悲壮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新时

代少年对人民英雄的致敬和称赞，也传递着无比纯朴的爱党爱国情

怀。接下来的《鸡毛信》《雷锋故事》《小萝卜头》等一个个震撼人心的

红色故事也深深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在五、六年级的“诵读诗文经

典 浸润七彩童年”朗诵比赛现场，一首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的《满江红》

惊艳全场。《木兰辞》《明月几时有》《中华少年》等经典诵读形式更是不

拘一格，大家褪去羞涩，大胆发挥，把一个个课本里的角色搬上舞台。

仔细聆听，他们的声音忽而铿锵有力，忽而低回婉转，高昂时“嘈嘈如

急雨”，低缓时“窃窃如私语”，琅琅的诵读声如动人音乐绕梁不绝。

活动当天，合唱、演讲、朗诵等节目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孩

子们尽情地唱着、跳着、乐着，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对党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和美好祝福，笑声、歌声、掌声、欢呼声在城东小学的校园上空

久久徘徊……特别的“六一”
特殊的节日

本报讯（记者 梁英杰 通讯员 李娟娟） 5
月 29日，交城县段村首届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论坛举办。省内外乡村研究学者、文旅行业

代表、返乡知青，以及县乡村领导等 30余人共聚

一堂，探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解决方案，

推动开创新时代段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此次论坛以“教子诗书 以礼传家”为主

题，以“座谈会+参观”的形式进行。现场气氛

热烈，专家学者踊跃发言，围绕推动段村教子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建言献策，提出了极具

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理出了段村

产业转型发展与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有机

融合的发展思路。

“段村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

方，千年前的段村晋商文化兴盛，蜚声中外。

至 今 仍 保 留 着 七 十 余 座 晋 商 百 年 老 宅 群 。

2018年 12月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19 年 1 月被认定为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段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宝生一边介绍着段

村的历史，一边表达着自己的感受，希望大家

把段村作为梦想的新起点、事业的新平台，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多宣传推介段村，吸引更多

的优质资源汇聚段村，助力段村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

论坛中，来自山东淄博的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会员辛宏凯站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度，围

绕教子文化的社会价值、核心价值和产业价值

三个方面分享了他的理念，并就文化发展如何

推广、如何维护、如何落实给出自己的建议。

段村知青代表巩太平深情回顾了 40 多年

来与 88位知青和段村人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

起、学习在一起的美好历程。他说，段村作为

他的“第二故乡”，他有幸见证段村取得的一系

列成就，借此次论坛会的东风将进一步收集、

整理和完善知青资料，进而更好地展现段村知

青文化。

交城县磁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李茂

金结合历史文化名村磁窑村先试先行的探索

实践，站在“三农”发展高度认为，乡村发展，规

划先行，要因地制宜制定好自己的发展规划，

用好用活政府乡村振兴扶持政策，要充分利用

好段村 6000 多亩土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找

准切入点，发展四季采摘，走“采摘+农家乐”一

体化的路线，带动乡村振兴发展。作为兄弟

村，他希望，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沟通交

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共同挖掘、申报、打造一批

段村非遗保护项目及传承人，以填补历史文化

名村没有非遗保护项目的空白，进一步丰富段

村的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交城县

文旅服务中心主任李兴说。

段村籍国学专家、历史文化研究者李东维

肯定了近年来段村发展的大好局面，他说，“段

村要坚持‘盘活存量、创造唯一’，积极鼓励更

多的市场进入，叫响‘教子文化发祥地’特色文

化品牌，赋能段村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文化

建设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各级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阵地作用，

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机构公众知晓度、参与度

和美誉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5 月 22 日，

汾阳市首届“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

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新时代文化馆：开放·

融合·创新”，主要包括文艺展演、文化进校园红

领巾集邮展览等活动。

5月 22日—5月 28日，由汾阳市众星歌友协

会、小艺演唱团、蓝天演艺团、太和桥红歌团、兰

花雨演艺团、朗诵协会、艺术模特协会等七个文

艺小分队选送的精彩文艺节目为市民们送上了

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群众文娱盛宴。为期一

周的文艺展演，异彩纷呈，同时利用汾阳市文化

馆微信平台进行现场直播，更是让展演从线下

到线上走向群众，让服务更具内涵。

从 5 月 26 日开始，“文化进校园”红领巾集

邮展览在汾阳市禹门河小学开展。这场由汾阳

市文化馆、汾阳市邮政分公司主办，汾阳市禹门

河小学、汾阳市集邮协会承办的具有特殊内涵

的展览更是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增

添了色彩。

为期一周的“文化进校园”红领巾集邮展

览，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了集邮知识。展览活动

中还组织了现场邮集讲解和集邮知识讲座等活

动，发行了纪念封一枚，启用了纪念邮戳一枚，

极大地丰富了禹门河小学两千余名师生的课外

文化生活，同时也为学校“六一”儿童节校园文

化主艺术节的活动增添了一道迤逦风景线。

汾阳市首届汾阳市首届““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系列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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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臭烘烘的旱厕如今变得焕

然一新，取而代之的是明亮崭新的

抽水马桶，在孝义市西辛庄镇西泉

村，如厕从“将就”变“讲究”。以西

泉村为试点的户厕改造工程，不仅

赢得了村民的点赞，也让忻州籍的

到村工作大学生李 晟真正融入到

了群众中。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孝义市

西辛庄镇镇村联合，成立了户厕改

造领导小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挨

家挨户上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改

厕资金、人力全部由政府出，这么好

的政策，村民们能不配合吗？这工

作简单！”抱着一个小本子，李 晟

信心满满穿梭在西泉村的小土路

上。

谁知在第一户人家就碰了壁，

村民一口地道的孝义方言，隔着大

门，和着犬吠拒绝了李 晟，只留下

尴尬的他立在门外。回到办公室的

李 晟苦思冥想，跟村民经常沟通

改厕意见想法，还多次跑到镇、村领

导办公室去请教。在镇、村领导的

帮助指点下，西泉村组建了志愿服

务小分队，开展厕改工作政策解析、

厕改工作一对一推进等服务，并建

立农厕管护服务站等配套服务体

系，努力补齐农村生活品质短板。

“厕所改造后期收不收费？改造设备有哪些？

改造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

改造？”面对群众的各种疑虑，李 晟一一解答，并向

他们发放户厕改造政策宣传单，及时消除村民们的

后顾之忧。在做好宣传工作的同时，李 晟每日定

时定点前往现场查看工程进度以及施工细节，询问

村民对在改厕所的建议，做好相应的文字与影像资

料记录，及时向村镇汇报厕改进度，分析研判工作

成果，进行总结反思。时间长了，村民们逐渐认可、

接受了这个新来的到村工作大学生，个个与他熟络

了起来。“自己完全没花钱，政府全给掏了。”村民冯

建平说，自己和老伴儿年龄大了，觉得打扫卫生很

麻烦，自己一分钱不出，政府就将原来的旱厕改成

了抽水马桶，方便了不少。说完话，冯建平笑呵呵

地对着路边的李 晟竖起了大拇指。

厕所是文明的尺度，也是时代前行的注脚。在

西辛庄镇，旱厕正逐步成为历史，厕所革命正从

“点”走向“面”，由这个“小支点”撬动出的力量正助

力西辛庄镇的乡村全面振兴。身处其中、参与其中

的李 晟也在村民们一声一声的赞许中露出了开心

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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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子璇
通 讯 员 秦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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