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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方山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蓄能。7 月 16 日，

方山县 2024 年重点景区和乡村旅游重

点村讲解员培训班在该县职业中学开

班，这是继 2022 年 10 月方山首届景区

讲解员培训后的又一次集结，更是方山

县委、县政府，方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

区为适应全县文旅产业发展要求，进一

步提高旅游从业人员能力水平，规范职

业操守，提升服务标准，树立良好形象，

解决当前乡村旅游重点村、旅游企业、

重点景区人才缺乏的实际问题而采取

的有效举措。

方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管委会

副主任韩建忠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把握学习机遇，不断充实自我；严守培

训纪律，展现良好形象。要立足争当一

名优秀文化传播者的光荣使命，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积极投入到学习

培训中，力争使自己成长为一名“讲得

来、留得住、干得好”的优秀讲解员，为

全县文旅产业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

力量。

此次培训由方山生态文化旅游示

范区管委会，方山县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方山县职业中学承办。在此后 13天

的时间里，全县 39名参训人员将回归课

堂，耕读校园，由国家高级导游、山西省

金牌导游张嘉杰老师全程领衔，采取集

中授课、交流研讨、实地景区讲解等多

形式教学，致力提升塑造方山文旅讲解

员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为更好讲好

方山故事练好本领，筑牢基石。

山西省知名职教专家、文水县职业

中学原校长贾桂香应邀作《讲大美方山

故事，为魅力方山代言》的开班首讲。

作为承办单位，方山县职业中学校长李

荣表示，这次培训，既是一次业务水平

的大提升，也是畅谈旅游的好契机，更

是抱团取暖、共创事业辉煌的新平台。

学校将严格按照方山示范区和县文旅

局的安排部署，不断创新载体，丰富培

训内容，搞好保障服务，为确保培训工

作圆满成功助力护航，为方山文旅事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杨应平）

这是 7月 10日，200余名大学生齐聚方山县参加 2024年北理工方山暑期学校开班仪式时的场景。当天起，2024年“北理工—方山暑期学校”围绕“支教+社会实践”新模式，面向方山县

中小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及实践课程培训。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 200 余名大学生齐聚方山县，开展丰富多彩的义务支教和乡村振兴实践调

研，共有 170余名方山县中小学生参加本次暑期学校。

北理工学生电视中心 供图

人上了一定的年龄，经见的自然就多

了，聚会这事更是常常有之，但参加邻居聚

会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次聚会已时隔半年

有余，但至今回想起来，仍激动不已，难以

平复心中的喜悦。

2024年甲辰龙年正月初四，原方山一

中龟山顶的 18 户住户在县城鼎恒大酒店

聚会，一起举办“忆宝地、拉家常、叙情谊、

话希望”邻居友谊活动。这是一次弘扬正

能量，传承好家风，光大传统美德，教育下

一代的盛会。它开创了方山县之先河，在

小小的方山县城，如石击水泛起了阵阵涟

漪，不由得使人啧啧称叹：邻居相处和睦融

洽像一家人一样，堪称时代楷模，实属难能

可贵。

方山县恢复重建于 1971年，当时一穷

二白，百废待兴。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草

创于圪洞烈士塔旁的破庙中，那时虽然条件

极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面貌表现得却非常

好。到了八十时代中期，全校教师对教育事

业满腔热忱，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真是“三

尺讲台献青春，一心一意育桃李。”教育的振

兴使人看到了方山崛起的希望。教育的主

体是学生，但核心是教师，对于这一点，作为

时任校长的李毓贵先生，看得再清楚明白不

过了。为了让教师留得住（当时有外籍教师

25人），安得下心，尽得到责，全身心投入教

育事业，李校长想教师所想，急教师所急，办

教师所需，克服了经费困难等诸多不利因

素，将位于方山一中龟山顶的学生宿舍改造

为简陋的教师宿舍，每户一间半，约有二十

多平方米，以解决教师住房紧缺之燃眉之

急。有幸使 18户人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

房。虽说“蜗居”十分简陋，有诸多不便之

处，但比租房借居强多了。18户人家心里十

分欣慰和满足，总算有个栖身之处了。这一

晃十多年就过去了。三十六年重相聚，五味杂陈涌情潮。现回想

起来百感交集，往事像过电影般历历在目。

80年代教师工资低微，普遍贫穷。但家穷志不短，没有攀比、

没有嫉妒、没有怨言，有的是友谊，有的是精神，有的是积极进取，

助人为乐的本分。每当下班后，家家都在侍弄门前的一小块并不

显眼的菜畦，不是拔草、施肥，就是浇水打杈尖，忙得不亦乐乎，颇

有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意境。每到夏天吃饭的

时候，也是全院气氛最活跃的时刻，当日的“新闻发布会”准时开

始，邻居们七嘴八舌，人人都是小喇叭，个个都是发言人，一天的

逸闻趣事一吐为快，不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甚至到了喷饭的程

度，真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18户人家的小杂院，人家不多，但

居住集中，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全院人都知道。假如有一个人病

了，全院人很是牵肠挂肚，都要抽时间登门问候一番，表现了无微

不至的关心。尤值一提的是穆延俊、王爱平、王俊娥、刘新花等

人，各展所能，主动承担了打针输液的任务，既发挥了各自所长，

又方便了邻居，更加深了邻里间的关系。邻居相处久了，谁家的

锅台朝那都能知道，凡遇上班紧的，在家的就主动承担起了看小

孩的义务，你我不分，彼此无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精神生活

充实富有，使本来十分拮据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这种和谐的

邻里氛围中，在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下，在家长的言传身教下，孩

子们茁壮成长起来，代有才人，多有建树，本科生 32人，其中研究

生 10人、博士生 3人，留学生 2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为祖国默默

做贡献。有人说，龟山风水好，出的人好，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

要原因是这里居住的人人品好，家风家教好。只要人品好，走到

哪里就是好风水，人品可以改变风水，风水可以推动人丁兴旺，这

就是龟山人杰地灵的道理。虽说一天的聚会很是短暂，但其影响

却很深远。我有以下几点感受，与各位同仁共勉。

传递正能量始终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

千年文化博大精深，“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传统美德。56 个

民族能够融合成一个大家庭，正是中华文明和为贵的集中体

现。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我们要守正创

新，坚定文化自信，当好红色文化、廉洁文化、忠孝文化的传播

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忘来路，走好前路，传好接力棒，为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作贡献。

正人先正己，育人先自育。龟山顶居住的 18户人家之所以

融为一体，人才辈出，主要是教师的特殊地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以正人君子为标尺，不

仅教学生如何做人成才，而且为子女树立了典范。如果每个家

庭都能像龟山顶这 18户教师家庭一样，以学为师、以德为范，何

愁民风、社风不得好转，何愁社会不能进步繁荣。

传承好的家风，时不我待。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

的基石。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离不开先进文化思想的引

领，更离不开好的家风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子，教之

以义方”，又说“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崇德向善与做人

气节是习近平家风家教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大力加强社会公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大力加强党风、社风、家风建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虽然我

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主动担当

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尽心尽力。

突出孝文化核心。“百事孝为先”，孝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

心。龟山顶十八户人家和谐相处 10余年，至今倍感依恋的经历证

明，大多家庭孩子懂事，能够尊老爱幼、文明礼貌、品德良好、学业

有成，都与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是分不开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身教胜于言传，喊破嗓子不如做出个样子。父母是天，天下

为大。一个人如果连父母也不待见，何谈善待他人。因此，要倡导

以孝治天下，将忠孝作为衡量一个人品行好坏的唯一标准，凡不孝

者不能为官、为师、为人，使中华孝文化进一步弘扬光大。

本报讯 面对面听取诉求，各部门现场

回应，为民营企业发展扫障碍护好航。7月

17 日，一场围绕服务民营企业的民企诉求

推动落实座谈会在方山县委政府四楼会议

室举行。来自全县各行业的 17户民营企业

家代表与县委、县政府领导面对面畅谈心

扉，实打实谋求发展，开启政企同向发力的

新篇章。

大家在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金湘军省长在全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孙

大军书记在全市民营经济转型发展恳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后，正式进入“恳谈”

环节。

“我们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缺

资金，急需上马的三个小项目缺资金 300余

万元，看融资方面能否给予帮助；建议是否

可以加大提高信贷额度，降低企业担保要

求，延长借贷周期……”

“影响企业信贷的因素较多，如企业财

务制度不完善、经营周期太短、企业负责比

例较高等。综合大家反映的情况，我们将积

极协调企业加强银行特色贷、办理个人信

贷 ，督 促 银 行 与 上 级 对

接，给予更多更宽松的信

贷投放，支持企业发展。”

一 边 是 企 业 家 代 表

反映诉求，一边是有关部

门 回 复 推 动 落 实 情 况 。

山西天玉粮油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等 4户企业反映

涉金融类困难问题，现场

得到县金监局负责人的

答复落实。

近三个小时，17 户企

业代表就企业发展中的

难点、痛点以及如何推动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话 题 敞 开 心 扉 、深 入 交

流，涉及重视本土企业、

物 业 管 理 、专 业 技 能 升

级、职工保险等内容，现

场 10 个部门的负责人就

企业家所提诉求一一作了答复，有的还明确

了落实措施。

听建议、聊梦想、谋路径、话发展，方山

县委书记周小云，县长高鹏等领导还不时

“插话”，就具体诉求与企业代表沟通交流，

给予鼓励，给出建议，使大家倍感欣慰与温

暖，一场双向奔赴的政企交心，让与会企业

家纷纷感叹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杨应平）

本报讯“能在家门口就业

挺好的，我在大棚里种芝麻香

瓜，一天能赚 80 元，挣钱照顾

家‘两不误’。”方山县峪口镇花

家坡村香瓜种植基地工人牛巧

平说。

夏日时节，走进花家坡村

香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

采摘、装箱，抢抓上市销售好时

节。大棚内，香气扑鼻，茂密的

枝叶下，挂满了一个个拳头大

小的芝麻香瓜。

“目前，芝麻香瓜亩产能达

到 3000斤左右，一个大棚能给

村集体增收近 15000元。”花家

坡村党支部书记赵九平说，小

小的香瓜已成为村里的“致富

瓜”，村集体经济也越来越有

“奔头”。

为 进 一 步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花家坡村整合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走访太谷、清徐等地考

察产业，综合考虑当地土壤、气

候、经济等条件，将芝麻香瓜确

定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之一，带

动民众增收致富。

“从选种、育苗、定植等各

方面，我们都会严格把控，坚持

绿 色 种 植 方 式 ，保 证 香 瓜 品

质。”赵九平说，同时，为充分利

用好温室大棚，该村探索不同

种植模式，提升土地资源利用

率。“甜瓜下架后，我们准备种

西红柿和豆角，为村集体增加

一笔新收入。”

今年以来，方山县以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乡村全面振兴发展规划。下一

步，方山县将不断增强农村内

生发展动力，融合发展一、二、

三产业，优化升级农产品加工业，提升乡村特色

产业发展水平；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行动，补齐农村教育、医疗、交通等基础设施

短板；运用现代化智能手段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白鹏伟 郝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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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十三天 涵盖各景点 全面促提升

方山县第二届景区讲解员培训班开班

图为开班仪式现场。 杨应平 摄

吕
梁乡村行乡村行··看振兴看振兴

7月 17日下午，方山县工商联工会与方山县知联会组织干部

职工开展了一场夏季趣味运动会，旨在培育团队合作精神，激发

会员企业活力，凝聚党外知识分子合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图

为多名职工在开心地进行着“定点投篮”的游戏。 郭永红 摄

方山方山，，我们来啦我们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