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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临县宣传事业发展中心

本报讯 1月 3日，临县县委召开常委会

会议。县委书记范亮珍主持会议。会议专

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二 二四年新年贺

词》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

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

县委、县政府领导和人大、政协关于 2024年

工作谋划情况的汇报，研究讨论了 2023年国

土变更调查疑似耕地流出问题核查整改工

作。

会议指出，2024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的关键之年。全县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脚踏

实地、真抓实干，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

业提升、乡村振兴提速、文旅融合提级、营商

环境提效、生态环境提优、民生保障提档、基

层党建提标。在工作中要坚持四方面原则，

一要夯实基础，突出重点。二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三要锚定目标，细化措施。四要

做实项目，争取资金。要抓好项目建设，挖

掘发展潜力。要抓好民生事业，厚植群众基

础。要抓好城乡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要统

筹抓好巩固衔接、信访稳定、安全生产、耕地

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耕地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

粮化”决策部署及省、市工作安排，坚决纠正

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要按照时间

节点认真做好做实排查核实工作，强化工作

安排调度，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整改。

（严晓声）

本报讯 载歌载舞辞旧岁，欢声笑语迎

新年。2023年 12月 28日晚，由临县文化和

旅游局、临县融媒体中心、临县工商联（总商

会）、临县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临县民歌新年

音乐会在县影剧院精彩上演，赢得观众一片

喝彩声。

苍茫厚重的黄土高原，以它宽阔的胸

膛，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淳朴的临县人民，奔

流不息的黄河水，以它雄浑的力量，孕育了

沟壑纵横间一首又一首灿烂的临县民歌，它

在临县人的血脉里静静流淌，在厚重的黄土

地里代代传唱。晚会历经一个半小时，上演

了《又唱摇三摆》《摇三摆求亲》《看菜园》《掐

蒜苔》《枣花》等 16个精彩节目，起伏跌宕的

旋律、通透饱满的和声烘托出新年音乐会的

节日气氛。

临县是民歌的海洋，黄河文化、黄土文

化、晋商文化、红色文化在临县民歌中都有丰

富表现。临县是革命老区，正在积极申报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县，保护、传承和发展临县民

歌，打造和推广一批高质量的临县民歌，可以

提高临县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临县人民的

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大

放异彩。在民歌新年音乐会现场，临县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郝子文信心满满地介绍说，

2009年 8月，临县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包含临

县道情戏、临县伞头秧歌、临县大唢呐、临县

民歌等 15 项。然而，他们命运轨迹并不相

同。临县道情戏、临县伞头秧歌、临县大唢

呐，已经分别于 2006年、2008年、2014年被国

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但临县民歌至

今还躺在县级非遗名录上。

可喜的是，到了 2019 年，有了转机，新

组建的临县文化和旅游局成立了文化艺术

创作中心，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把临

县民歌搬上舞台。2021年 4月，临县人民政

府又把“临县民歌振兴工程”列入县“十四

五”规划项目库。2022 年 5 月，县文旅局和

县文联共同支持成立了临县音乐家协会。7
月，临县民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被

调整为临县音乐家协会，并公布了 13 名县

级传承人，使传承人数量达到了 17 名。近

年来，我们累计录制了 12首临县民歌，拍摄

了 6 部临县民歌 MV。这些作品，大都已经

上传网络，播放量和影响力持续上升。2023
年 6月，临县民歌传承人青塘演唱会在美丽

的青塘上演，得到了线上线下观众的一致好

评，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振兴临县民歌的决

心。我们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临县

文化和旅游局将继续和兄弟单位合作，积极

实施临县民歌振兴工程，委托临县音乐家协

会，不断挖掘整理老民歌、创编新民歌，带领

传承人让临县民歌唱响全世界。

（刘生锋 严晓声）

临县民歌新年音乐会精彩上演赢得一片喝彩声

“创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尤其是

像我这种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资金的人来

说更难。一路跌跌撞撞走来，靠的是一种

想干成一点事的信念。”在临县创业的 90
后小伙武雪峰向笔者袒露心声。

武雪峰，1990 年 9 月出生在临县大山

深处的兔坂镇砖瓦村，大专学历。大学毕

业参加工作不久，就毅然决然辞职开始走

上艰辛的创业路。10 年来，他无依无靠，

白手起家，面对人们的不信任，用自己的坚

毅和执着，渐渐感动着周围的人，并逐渐成

长为一位在行业内小有名气的标志者。现

为吕梁天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梁市

第四届政协委员，临县工商联兼职副主席。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武雪峰

的创业故事和他艰苦的童年生活是分不开

的。武雪峰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起初家里很穷，武雪峰小时候经常帮家里

放羊。后来父亲做点小生意、从 2010年后

日子才有所好转。从小在这样艰苦的家庭

环境里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大学毕业

后，带着一身本领和十足的干劲回到老家

砖瓦村就当起了“村官”。当时的村委面临

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带着村民致富。经过

武雪峰分析发现，兔坂镇附近没有大规模

的养鸡场，市场潜力大，竞争压力小，加上

当地谷物类农作物较多，降低了饲料成本，

又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养鸡场是

最优选择。在村委的支持下，武雪峰挨家

挨户动员村民参与养鸡场建设，最终有 30
多户村民同意入股，占地近 20亩的养鸡场

就这样筹建了起来。喂饲料、捡鸡蛋、清点

散养鸡……武雪峰每天早出晚归，用自己

的勤劳换来了养鸡场的不断壮大。

当时，“大学生村官”变身“鸡司令”的

故事，还被新华社采访报道，成为人们广泛

传扬的佳话。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祸福。2017 年鸡蛋行情断崖式下降到每

斤 2 元，再加上夏季天气异常，时而高温，

时而多雨，致使鸡场损失严重，为了不让村

集体受损，武雪峰自己承担了将近 100 万

的损失。后来，虽然武雪峰考到当地镇政

府上班，但最后心有不甘的他还是选择了

辞职进行自主创业。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适合上班，创业

可能是我最好的选择。从哪儿跌倒就要从

哪儿爬起来，回家乡的情怀不能改变，即使

不上班选择了创业，那么我也要做出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既能帮助他人又能改善家

庭的生活。”武雪峰告诉笔者。

从 2019年开始，从县政府提供的帮扶

车间起步，武雪峰积极投身精准扶贫工

作。在中国科协、临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投资注册建成吕梁天美科技有限

公司，平均每年解决易地移民搬迁人口就

业高达 180多人。疫情期间，公司业务受到影响，武雪峰带领公

司积极转型，公司进入直播行业。通过直播，全力推广“吕梁山

货”区域公共品牌，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

给吕梁当地培训了主播 800多人，先后多次组织参与到北京、浙

江、太原、广州、江苏、湖南等地举办了 40多场网络直播扶贫专

场活动，累计吸引上亿网络粉丝互动参与消费，有效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累计销售总额近 2亿元，并成立了山西首家县域网络直

播协会，协会主播目前每年能助销当地农特产品达千万元，个别

优秀主播已经发展成各平台头部主播、有的甚至参与和央视主

持人康辉同台直播共庆丰收节的活动，成功探索走出一条网络

直播销售农特产品助力巩固脱贫成果、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模式。

疫情结束后，武雪峰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科学调整经营思

路，以“党建引领，技术支持、做精做强企业，助力乡村振兴”为宗

旨，公司建立了“一个支部+一个车间+三个品牌+N个基地”新体

系（三个品牌分别是：天美劳务品牌、吕梁山货区域公共品牌、八

堡系列品牌），目前年能解决当地就业人员 100人左右，助力销

售吕梁山地区农特产品额达 2000多万元。

提起创业，武雪峰说，目前他的公司整体运作还不是太顺

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了发挥帮扶车间的帮扶作用，他比较

看重的就是运营的八堡羊肉系列。“八堡的炖羊肉，不油腻，无腥

味，麻而不过，辣而不辛，汤鲜肉嫩，营养丰富。”如果你走进临县

八堡，就会发现有好多挂牌“八堡炖羊肉”特色小饭店。武雪峰

说，八堡的炖羊肉，名不虚传，自己非常看好黄河岸边八堡炖羊

肉的市场前景。正是如此，他们团队为了推广临县沿黄（黄河）

特色山羊，让黄河边的山羊成为老百姓持久、稳定增收的支柱性

产业，从创立起，产品研发团队多次深入食材原产地，为保证产

品的独特口味和安全性，严格按照绿色食品标准多次前往沿黄

四个乡镇（八堡、克虎、曲峪、丛罗峪）考察，均在当地建立原料培

育基地，持续为线下门店、线上渠道供应地道食材。2022 年推

出八堡羊肉提货卡，2023 年在临县南高速口打造八堡羊庄，作

为八堡羊肉推广基地，之后又推出融合传统北方口味的餐饮品

牌——八堡香羊肉面馆，创立了中国沿黄山羊肉这一热门品类，

这样就形成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前后仅仅一年多时

间，就直接屠宰销售了八堡的 1400余只羊，能带动当地老百姓

增收 20万元。

“梅花香自苦寒来”，武雪峰所走过的创业历程并非一帆风

顺，相反，充满了荆棘，但凭着顽强的拼搏精神、坚忍不拔的毅

力，他一步一个脚印，打造出发挥自身价值的事业平台。为此，

2014年，武雪峰获得临县县委、县政府颁发的“临县新型职业农

民优秀”奖；2017 年获得临县县委、县政府颁发的“最美脱贫致

富青年”奖。2019 年获得山西省第二届“山西优秀青年创业”

奖，2021年获得吕梁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奖。

这就是自强不息、奋进不止的武雪峰，一个 90后青年的创

业传奇故事。10年来，他总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周围的

人，昔日稚嫩大学生，今朝豪情畅大志!在宽广的事业平台上，他

自信地向人们阐述着自己的理念，以其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为

人们带去无限动力和正能量，用自己的坚强与汗水，书写着一个

90后年轻人的热血青春!

本报讯 2024年元旦前夕，临

县老年大学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

130周年暨迎新年文艺演唱会。

红歌嘹亮，思念如潮。文艺演

出在简谱班全体大合唱《咱们的领

袖毛泽东》嘹亮的歌声中拉开序

幕。随后，一个个由老年大学学员

们自编自演的歌舞轮番登场，二胡

合奏《我爱北京天安门》、晋剧联唱

《新年颂》等节目表演细腻，表达了

老年大学学员们对毛泽东同志波

澜壮阔一生的深切缅怀和对新年

到来的美好祝福。

为缅怀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学

员们还以书画形式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 130 周年，共展出书法作品

70幅，国画作品 52幅。

（严晓声）

临县老年大学举行纪念毛泽东临县老年大学举行纪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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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临县：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 刘生锋

乡村旅游不断升温，景区创建风生水起，

群众文化大放异彩，非遗文化魅力无限，文物

保护成绩斐然，艺术创作精品迭出……

近年来，吕梁临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深入挖掘历史文化、特色文化、民俗文化，

用文化元素扮靓旅游景点，用文化作品推介

旅游产品，不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释放

出文化经济新动能。

塑造旅游品牌
凸显文旅融合新格局

临县依托独特厚重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

旅游资源，涌现出众多文化名人，遗留了碛口

古镇、魁星楼、曜头古城遗址等大量文物古

迹，以及紫金山、大度山、汉高山等罕见自然

景观。特别在革命战争年代，留下宝贵的红

色文化旅游资源。

文旅融合发展，顶层规划先行。在推动

临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临县确立了

打造“一核两带”的文化旅游整体开发思路：

一核心，就是以碛口古镇为核心。碛口古镇

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镇辖西湾村、李家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整个景区集黄河风情、晋商文化、革命

遗迹、明清建筑于一体，极具保护和开发价

值。两带，一是沿黄河带，主要是指沿黄河的

自然景观，形成从碛口古镇沿黄河到陕西白

云山 70公里黄河文化走廊，从碛口古镇到离

石结绳 20 公里黄土文化走廊；二是沿湫水

河带，主要是指沿着湫水河从碛口镇到白文

镇，包括多个革命旧址和旅游景点。

通过景区提质升级、开发文旅新产品、打

造文化旅游新品牌，临县构建形成文旅融合

发展的“大格局”。“加大景区环境整治力度，

优化景区环境，2021年临县成功创建碛口、义

居寺 2个国家 4A级旅游景区，结束了没有 4A
级旅游景区的历史。”临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

成员张志兴介绍。

创新文旅业态
绽放文旅融合新魅力

文旅融合，创新最为关键。近年来，临县在

发展乡村旅游、丰富业态上持续发力，重点打造

了李家山、西湾、寨子山、前青塘、孙家沟等乡村

旅游名村，绽放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魅力。

临县安业乡前青塘村，在大力发展粽子

产业的同时，打造乡村旅游示范村，旅游收入

年突破 600万元，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粽子）、山西乡村旅游示范村。

在位于临县三交镇东部的孙家沟村，依

托明清民居建筑群和红色文化元素等优势，

打造“红色电波·孙家沟”农旅发展综合体和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创建谢永增艺术馆为

引领的文化艺术基地，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先

后成功举办了 30多次画展，吸引省内外多家

艺术院校的学生写生采风，使这个中国传统

古村落焕发生机。

位于碛口镇以南 3 公里处的李家山村，

被誉为“艺术家的殿堂。”在这里，建筑与山体

结合，人居环境与自然相连，被著名画家吴冠

中比作“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村里大力推动

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每年游客量达 10万余人

次。村里还涌现出“牛牛和老妈”等网红主

播，引进“离石六六”“吕梁甄选”等优秀主播，

让镜头聚焦李家山村特色文旅与乡村振兴一

线，推动李家山村优质品牌“走出去”，将全国

各地游客引进来。

一个个乡村旅游名村，成为临县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引擎，推动创新文旅融合形成新业态。

打造产业集群
推动文旅融合新突破

临县以碛口景区沿黄旅游带文旅开发为

中心，以古村镇开发和文旅融合为重点，“串

点成线”打造产业集群，努力实现旅游景观全

域优化、旅游服务全域配套、旅游治理全域覆

盖、旅游产业全域联动。

临县重点启动打造沿黄旅游精品线路配

套服务项目建设，为全域旅游增添强劲动

力。依托黄河 1 号旅游公路，临县构建起晋

陕黄河流域风光带和黄河水蚀景观区、沿黄

风蚀景观区、古镇古村体验区、黄土地貌展示

区的“一带四区”全新旅游布局。鼓励各文旅

重点村成立乡村旅游公司或合作社，重点发

展文化体验型、观光休闲型农家乐、农家宾

馆、休闲农庄等特色乡村旅游项目，创新乡村

旅游开发模式。

文与旅相伴，旅因文而兴。临县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刘卫平表示，下一步，临县将全面

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更有活力、更有魅力

的文旅产品，奋力谱写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