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县红枣、青塘粽子、刺绣、面塑、

烙画葫芦、工艺画，这个集市上的好东西

真多。”“一会可要好好逛逛，顺便把一些

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

9月 27日一早，来自全市各地的庭院

经济带头人、“美丽庭院”示范户、“巾帼

家美”志愿者代表以及临县各乡镇、村妇

联主席们齐聚临县安业乡前青塘村的广

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眼前的

庭院经济集市。

集市中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处处洋

溢着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妇女代表们

身着鲜艳的服装，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

容，在集市中央翘首期盼着吕梁市妇联

和临县妇联联合举办的“巾帼家美我先

行 乡村振兴我助力”主场示范活动启

动。

“首先，请大家一起观看由吕梁市妇

联制作的《巾帼家美我先行 乡村振兴我

助力》宣传视频……”

上午 9 时 30 分，随着主持人的声音

响起，此次主场示范活动正式开始，在场

妇女代表们的视线也全部聚焦到了舞台

的荧幕上。随后，妇联干部代表宣读《巾

帼家美我先行 乡村振兴我助力》倡议

书、三弦表演《创建“五美”庭院 助力乡

村振兴》、“美丽庭院”示范户代表分享

“五美”庭院创建经验等赢得了在场妇女

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广大妇女姐妹们，让我们携起手

来，积极投身‘巾帼家美行动’中，以户容

户貌的大整治，以人居环境的大改善，以

庭院经济的大发展，以‘五美庭院’扮靓

‘乡村大美’，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建设美丽幸

福吕梁做出巾帼贡献。”启动仪式上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晓钦的讲话将现

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为全市各级妇联组

织开展巾帼家美行动指明方向、提供了

思路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开展活

动的信心和决心。

启动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一同在

庭院经济集市参观了庭院经济带头人代

表制作加工的乡村特色产品和前青塘村

开展的“巾帼家政进社区”保洁收纳技能

培训。市妇联还组织了巾帼家政公司保

洁员、“巾帼家美”志愿者，走进前青塘村

残疾、孤寡老人家中，开展入户清理卫

生、整理杂物关爱服务。岚县妇联主席

李建花说道：“通过今天的主场活动，我

领略了兄弟县市的家庭风采，更看到了

临县妇女在产业发展中的‘她’力量，拓

宽了我的思路，开阔了视野。在下一步

的工作中，我将借鉴兄弟县的经验，挖掘

岚县的优势，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妇

联的服务引领作用，履行巾帼家美我先

行、乡村振兴我助力的职责，在岚县高质

量发展中发挥巾帼力量。”

现场观摩中，大家依次走进前青塘

村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庭院经济”示范

户王玉连、王春兰小院，吕梁市妇女创

业就业圆梦基地临县青塘食品厂，青塘

村休闲农场，三交镇孙家沟村，观摩学

习巾帼致富带头人带动妇女参与乡村

旅游和就业的经验做法，让大家受益匪

浅。临县妇联主席薛菊菊一边带领大

家参观，一边介绍道：“一直以来，临县

妇联积极行动，带领广大妇女从自身做

起从现在做起，以参与者的实际行动、

先 行 者 的 智 慧 勇 气 、志 愿 者 的 奉 献 热

情、推动者的责任担当，在助力宜居宜

业 宜 游 新 临 县 的 建 设 中 贡 献 巾 帼 力

量。”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场示范活动，

让庭院经济“潮起来”，农特产品“火起

来”，巾帼家美“热起来”，全方位展示了

我市妇女的“巾帼”风采，点燃了乡村振

兴“新引擎”。下一步，吕梁市妇联将与

全市各级妇联组织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更加务实的举措，引领广大妇女争做巾

帼洁美参与者、巾帼富美先行者、巾帼助

美热心者、巾帼共美推动者，以家庭“小

美”促乡村“大美”，为助力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美丽幸福吕梁建设尽展“她”风采，

贡献“她”力量。

巾帼展风采 家美助振兴
——“她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 本报记者 梁英杰 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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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头，石楼人叫“nai头”，寓意为陡

峭地方的尽头。但去过崖头的人更愿意

亲切地称之为“ya头”，与“丫头”同音。

崖头确实陡崖不少。但却高挑、秀

丽、富于风情，丝毫没有半点崖畔俯视，

让人晕头、胆怯的感觉。整个村子错落

有致，互为犄角，棱角分明，或仰望雄

伟，或俯视贫瘠，多的是步步登高，步步

为赢之感。再加上被装饰一新的石窑

洞和新修的亭台楼阁融合一新，更多了

一份雅致与情趣。

这分明是出落于黄河畔上的丫头

模样。

崖头村位于石楼县和合乡西南部，

是和合乡呼延山村下属 16 个自然村之

一。村子北接“黄河奇湾”，南连永和县

乾坤湾，东依呼延山，西临黄河，与陕西

省清涧县隔河相望，“黄河一号”旅游公

路擦村而过。

坐落在黄河之滨的崖头村依山面

河。村中共有大小 12 个院落，35 孔窑

洞，均是坐北向南，随山就势，斩坡掘洞

而建。有的一家挨着一家，有的围绕山

丘，这边一家那边一家，根据地形大小，

或三孔，或五孔，洞门多为双扇门，每一

孔窑洞都是一个景色，每一孔窑洞都充

斥着岁月的痕迹和历史的厚重。

崖头村古时为渡口，曾是兵家必争

要地。崖头有个天然泊船的良港，处在

义牒河与黄河交集之处，船泊在这里，任

凭刮风下雨，任凭黄河水如何汹涌澎湃，

都可保无虞。港口旁边，就是屯兵守卫的

碉堡。因为这里是渡口的缘故，附近山崖

设有碉堡群，如今遗迹尚在。碉堡已不成

型，但是痕迹历历可见，看上去时间不算

太长，对着历史中的一些事件推算，应该

是在上世纪秦晋对垒的三四十年代，阎

锡山为防止陕北红色势力过河渗透，从

而枉费心机，沿河修筑了众多堡垒防御

工事。崖头的山头，还有着古烽火台的

痕迹，从这点上看年代应该长远了。

这样细细揣摩，足以看出崖头的军

事地位和当时的盛况。

然而崖头给现在的石楼人的感觉

更多的是清贫和穷苦。

清贫到什么地步？村子历来就是

十几户人家，满打满算三四十口人。穷

苦就可想而知了。这里是石楼通水通

电最后的一个村子。以前因为贫穷，村

里的后生们想讨到婆姨远远比在黄河

坐到船要到河对岸的清涧县难。用崖

头村老人们的话说是，谁家女儿嫁到崖

头，就等于窜了黄河。

生在这样的土疙瘩上，谁能有办

法。年轻的小伙子们只好早早出去闯

荡，到各地谋生。王侯平就是最早走出

去的一批人，现在已经年过半百的他，

想起自己十几岁就在河斜对岸的延川

县摸爬滚打，感触颇多。

王候平算是走出去成功的一位，他

从一名修理学徒做起，现在是延川县建

筑行业的领军人物。前几年，他想回一

河之隔的老家看看，想着为村里做点事

情。于是，怀着回馈家乡、振兴家乡的想

法，抓住家乡修建“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的机会，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大好时机，对

自己的老宅进行了改造扩建。按照传统

庭院和园林建筑的构思，因地制宜，修建

了正房厢房围墙大门，整个庭院大气古

朴，各种石雕细腻逼真，充满文化气息。

老宅像模像样地突显出来，一下子

引来了不少游客。王候平更看到了希

望和曙光，心中暗暗窃喜——整体开发

崖头村的想法正一步步实现！

崖头村不大，6 平方公里的样子。

但是稀罕的东西不少，滩枣林、奇石滩、

风蚀“龙头”等人文景观和古渡口、古悬

棺葬等人文景观星罗密布，为当地乡村

旅游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

而，曾经的崖头村既缺少村庄风貌特

色，又缺乏旅游接待能力，何以在沿黄

旅游村庄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如何

引得来游客、留得住游客，借力旅游业

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是摆在崖头村发展

面前的一大难题。

这样的难题又怎么能难倒搞建筑

出生的王候平。

整村开发旅游这样的想法更是赢

得 了 崖 头 村 所 在 乡 政 府 和 合 乡 的 支

持。从设计到规划，从项目动工到基本

成型，一个不大的村子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出落得亭亭玉立，硬生生地给人一副

美少女的感觉。

崖头变“丫头”，谁人不惹亲。改造

后的崖头民居，窑面、围墙，全由黄河青

石砌成，大门各具特色，院内标有各种

文化符号。而窑洞内，水暖电网家具一

应齐全，都是现代设施。既有传统窑洞

的特点，也方便旅客的现代需求。各院

改造之外，又修建了戏台、停车场一应

设施。随着对全村旅游设施的改造，崖

头村旅游开发项目也被列入全市 100个

旅游示范村的行列。

——青山绿水间，崖头村经过改造

的一排排具有乡村风情的窑洞别墅映入

眼帘。气度非凡的“大官帽”屋檐兼容了

威武的“人”字形屋顶，精致的檐下，严谨

的结构与不失本土的色彩别具一格，相

得益彰。室内布局古香古色中依然留存

着曾经的记忆，温暖的炉火，滚热的炕

头，加之现代化的室内洗浴设备一应俱

全，足以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情。

——威严的大门、气派的围墙、宽敞

的院落、故乡的石磨、古老的碾子、葱茏的

田园、大红的灯笼、典雅的亭台，或晴日，

或雨天，或月下，约三五友人，闲坐亭台楼

阁，搭配天然蔬菜瓜果，或浅酌、或听雨、

或赏月，或……俨然一幅景人合一的桃源

画卷，俨然一处乡村振兴的旅游胜地。这

一独特的历史遗产散发出一种古老而朴

实的美，静静地镶嵌在黄土高原的怀抱

中，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刻着浓浓的乡愁。

——沿黄河边行至一处崖底，抬头

仰望，悬崖绝壁上布满了各式岩洞，古

代 遗 迹 —— 神 秘 的 悬 棺 墓 葬 清 晰 可

见。上有百尺悬崖，下临深渊溪流，崖

壁看起来几近光滑平展，并能清晰地看

到垒砌着岩洞口的石头，同行者为此疑

惑不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先民生

前居于窑洞，死后为何悬于绝壁”“古人

为何将棺木高搁在悬崖之上”“这棺木

是如何上去的，岩洞口又是如何垒砌

的”…… 这令人费解的谜团着实不可

思议。悬棺之意或许蕴含着生者希望

亲人灵魂早日回归故乡的企盼，承载着

崖头村先民对高山大河的敬畏之情、希

望灵魂不灭的原始信仰。

——雄浑吕梁山，奔腾黄河水。奇

湾一号路，层峦叠嶂峰。风蚀龙头景，

鳄鱼古渡口。兵家必争地，备战烽火

台。千年奇石滩，诱人滩枣林。盛夏西

瓜甜，金秋高粱红。迎客黄金茶，各院

有风情。亲情采摘园，民宿农家乐。书

文摄影厅，月下霓虹景！

这些都是石楼本地的文人骚客对

崖头最好的描述，足见崖头之变，崖头

的巨大之变。不过确实是变了，依托人

文资源，以“一院一特色”为原则，“三区

七题”10个特色院落让村子有了诗意和

韵味。以黄河文化、石板建筑、传统剪

纸、农耕文明为主体的“风情展示区”，

以石楼传统凉粉、湿粉、石磨豆腐、古法

黄酒为主体的“特色小吃区”，以沙滩红

薯、红枣、绿色时蔬瓜果为主体的“特产

展销区”，足以可以让你在“康养舒适、

游乐团建、农家小院、亲子时光、往事印

象、静谧清幽、浪漫微醺”中寻得乡愁。

村里也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所有

村民都在公司上班，挣上了工资。不但

吸引村民返乡谋生，连县城的能人也参

与了进来。他们对全村旅游服务的定

位非常明确，即原生态窑洞民宿酒店，

为毗邻的黄河第一湾和其他景点的游

客，提供旅游住宿服务。

崖头“出阁”了。她的每一个故事

都在传递着崖头人的希望与梦想，这些

情愫无不在土窑、石墙的冷暖色相融之

间产生更多的共鸣。

崖头“出阁”
□ 冯海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移风易

俗重在常抓不懈……绵绵用力，成

风化俗，坚持下去，一定能见到好

的效果”。这为开展移风易俗工作

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移风易俗工作任重道远，需要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巾帼”以身

作则，往往事半功倍，更能促进文

明，推动社会和谐。以结婚为例，

女性是当事人，如果女性自觉抵制

天价彩礼，婚事从简，就能顺利缔

结美好姻缘，所以发挥广大妇女在

移风易俗工作中的作用显得尤为

重要。各级妇联组织应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积极引导妇女从自身

做起、从家庭做起，自觉做移风易

俗的倡导者、先行者、推动者。

推进移风易俗,关键在于示范

带动。广大妇女干部应以身作则，

为革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薄养厚

葬、炫富攀比、铺张浪费、随礼泛滥

等歪风陋习率先垂范。各级妇联干

部和志愿者队伍应走出机关、走到

基层、走进妇女，走千家进万户，用

通俗易懂、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

宣传引导广大妇女群众树立“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的观念，

让更多妇女成为移风易俗“主角”，

让更多家庭成为移风易俗“典型”。

移风易俗工作任重道远，各级

妇联组织应积极打造妇联移风易

俗样板，树立妇联移风易俗标杆，

形成妇联移风易俗品牌，凝聚妇联

系统形成推动移风易俗的强大合

力，在推动移风易俗工作常态长效

中汇聚“巾帼”智慧和力量。

““她力量她力量””引领社会新风尚引领社会新风尚
□ 王艳

多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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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茜） 近日，文

水县老干部局服务中心内，刘大姐刚

和伙伴们打完乒乓球，说起退休后的

幸福时光，她难掩喜悦：“闲时我来服

务中心打打球、唱唱歌，每逢传统节

日，中心还会组织大家包粽子、写对

联，日子过得愉快又充实，感谢党的

好政策！”

近年来，文水县委老干部局聚焦

新时代离退休干部队伍发展趋势和

需求变化，深入挖掘和运用现有资

源，不断丰富阵地内涵，创新载体形

式，策划特色活动，为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开展党建活动提供多元化服务，

让“小阵地”发挥大作用，得到老同志

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

“阵地虽小，但场地开阔、设施完

善、服务周到、管理规范，开展各类活

动很方便，可以提前预约，按需‘点单

’，让 每 一 名 退 休 老 干 部 有 家 的 感

觉。”说起到县老干部服务中心参加

活动的感受，大家纷纷这样说道。

据了解，文水县委老干部局坚持

资源共享，抓阵地建设，促教学提升，

加强老同志学习活动阵地建设，完善

功能布局，丰富老干部的精神文化生

活。服务中心内驻有老干部民乐团、

老年书画研究会、老干部艺术协会等

十一个协会，充分发挥共建优势，整

合协会资源，开展象棋、麻将和门球

比赛等多项室内外活动项目，日容纳

活动量达 500 余人次。在场地紧缺

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利用服务中心

院内空地，为老年大学舞蹈、走秀等

课程提供教学场所，优化活动室使用

时间安排，避免课堂教学与协会活动

发生冲突，竭力为广大离退休老同志

提供温馨和谐的家园。坚持优化课

程设置、满足个性需求，立足老部需

求，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

体，创新性推出“菜单式教学”这一学

习品牌，广大老干部可以根据“喜欢

什么学什么，缺少什么补什么”原则，

确定教学课程，聘请专业人员开展教

学。2023年，开设了老年人智能手机

辅导课程。今年，根据老干部的需求

计划开设面塑、广场舞等课程，个性

化的课程安排得到了老干部的广泛

赞誉。课程结束后，组织学员们进行

学习交流展示，通过各种方式，使老

年大学成为传播先进文化、提高老年

人整体素质的精神文化阵地，充分提

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我们在保障离退休干部的学习

活动方面，坚持服务为先，规范活动

时间，完善活动设施，拓展活动空间，

强化安全管理，注重倾听他们的呼

声，形成各协会和谐共进的良好局

面，并积极争取上级支持，修整综合

活动室，增添活动设施，活动场所焕

然一新，全力为老同志文体活动创造

安全舒心的环境。”相关负责人说道。

文水县委老干部局

让“小阵地”发挥大作用

本报讯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成立 70 周年，连日来，兴县人大常

委会举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兴县

实践”——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 70周年专题展览活动。

活动旨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坚定高

质量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信心与决

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

念，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不断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兴县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次展览是该县为庆祝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开展的系列

庆祝活动之一，为期 15 天，系统展示

了兴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

生动实践，一张张图片，一段段文字，

吸引了往来群众纷纷驻足观看，重温

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历

程，展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兴县

落地生根、不断完善、结出硕果的生

动实践。 （刘学智 胡婷）

兴县人大举办专题展览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日前，

吕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吕梁市推动

落实司法协理员制度实施方案》，旨

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夯实基

层治理基础，打通基层法治建设“最

后一公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司法协理员是基层司法所工作

的辅助人员，协助司法所工作人员履

行十二项工作职责：指导调解工作、

参与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组织提供基

层公共法律服务、受委托承担社区矫

正工作、协调开展刑满释放人员安置

帮教工作、参与推进辖区基层法治建

设、开展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开

展合法性审核（查）工作、面向社会收

集立法意见建议、做好人民陪审员选

任工作、开展远程视频会见工作、完

成司法所其他工作。

《方案》明确，推动落实司法协理

员制度的目标任务是通过政府购买的

方式，按照司法所政法专项编制人员

和司法协理员总数达到 4人以上的标

准，招聘司法协理员，真正建立一支革

命化、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

协理员队伍。《方案》要求，司法协理员

由县级统一组织招聘。各县（市、区）

要根据各司法所辖区内人口规模、经

济发展状况、政法编制等情况综合研

判，按照总量控制、适应需求、动态调

整的原则，科学合理核定各司法所司

法协理员配备数量。司法协理员按照

“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由

司法所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县级司法

行政机关具体负责监督考核。

我市司法协理员
管理制度有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