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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山西面食争霸赛交城专场

和山西“村超”交城文艺演出专场在孝义市高

阳镇临水村火热上演，两场活动以“体育+文

化”“美食+非遗”的创新模式，全方位展现交

城的人文魅力与产业活力。

6月 7日，山西面食争霸赛交城县专场在

孝义市高阳镇临水村火热开赛，来自交城县

的二十个面食摊位为各地游客带来了一场视

觉与味觉交织的美食狂欢。

在面食争霸赛现场，各种交城面食琳琅

满目，令人眼花缭乱，从色泽金黄、外皮酥脆

的空心月饼，到沙棘骏枣软黄米、筋道爽滑的

麻酱凉皮，再到枣香扑鼻的凉糕、晶莹剔透的

绿豆凉粉等，让人看着充满食欲。一道道风

味可口的交城美食，承载着的是交城独特的

饮食文化记忆。

德慎楼五仁鼓饼作为交城非遗特产，以

“外酥内软不粘牙”的口感成为现场焦点，摊主

贺佳敏表示：“这是交城人中秋必备的美食，今

天卖得也特别好。”她希望通过活动，可以让更

多人记住交城味道。沙棘骏枣软黄米摊位前

同样人气高涨，摊主任一丹详细地为每一位前

来品尝的顾客介绍交城骏枣的特色：“交城骏

枣有‘八个一尺，十个一斤’的美誉，搭配沙棘

汤更显风味。”而老少皆宜的油疙挠则以“可

配凉粉、稀饭、老豆腐”的百搭属性深受食客

喜爱，摊主罗敏透露当天销量十分火爆。

此次面食争霸赛，不仅让更多的人品尝

到了来自交城县的地道美食，还让各地游客

深入了解了交城县独特而深厚的饮食文化内

涵，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为交城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与此同时，山西“村超”交城文艺演出专

场也在足球与文化的碰撞中掀起热潮。交城

梁家庄队与洪洞兴唐寺队的球员在场上奔跑

拼抢，展现体育拼搏精神，现场观众喝彩不

断。而本土文艺表演更成为赛事亮点：雄浑

激昂的《迎宾鼓》《盛世交城》以铿锵鼓点点燃

全场，经典歌曲《交城山》《骏马奔驰保边疆》

歌声悠扬，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狐公鼓舞

《忠信千年》则以古朴舞姿诉说交城千年忠信

文化。此外还有器乐融合表演《交城山新

唱》、音乐快板《全域旅游谱华章》等节目轮番

上阵，将赛事气氛推向高潮。

赛场外，交城非遗与农产品展销会也同

步进行，交城云香、交城剪纸、交城木雕等非

遗产品，以及五香调味面、食用黄芥子油等特

色农产品也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绿茵赛场的激情拼搏，非遗展示的千年

底蕴，在此次赛事中，交城县以“足球+非遗”

“体育+文旅”的创新模式，将交城的鼓乐、民

歌、传统舞蹈等文化元素融入体育赛事，既点

燃了广大群众对足球的热情，也让交城的特

色文化以更鲜活的形式走近大众。

从面食争霸赛到“村超”专场，交城以

“美食+体育”为双引擎，构建起文化展示与

经济发展的桥梁。两场活动不仅激发了广

大群众对体育与美食的热情，更通过“非遗展

销”“农产品推广”等形式，为地方特色产业注

入流量活力，实现了从文化展示到经济赋能

的深层转化，成为交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注脚。 （范英哲）

本报讯 在第 18 个国际档案日来临之

际，交城以“请听档案说”为主题，开展了户

外宣传与档案馆开放日系列宣传活动，以多

元形式搭建起档案与社会的沟通桥梁，进一

步提升了公众的档案意识，扩大了档案工作

的社会知晓度，真正让档案资源融入百姓、

服务大众。

在 6 月 10 日举行的“国际档案日”宣传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幅、发放档

案知识宣传单、设立咨询台、现场答疑解惑、

发放小礼品等多种形式，以“零距离”的沟

通，向过往群众详细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国际档案日”的

由来、档案的重要作用、调阅档案流程等档

案知识，引导群众重视档案价值、关心支持

档案工作。

“学生有学籍档案、结婚有婚姻档案、买

房有房产档案……这些档案在人的一生都有

着重要的凭证作用。”在现场听了工作人员对

档案知识的讲解后，市民梁文娟认为此次活

动让她知道了档案不仅对国家，城市至关重

要，对于个人来说也非常重要。她表示，今后

还要继续关注档案事业，了解档案价值。

与此同时，交城县档案局、档案馆联合团

县委围绕“请听档案说”主题，邀请西街小学

20 名少先队员开展了档案馆开放日活动。

活动中，学生们步入“烽火交山 红色记忆”展

厅，在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述中，沉浸式聆听

一段段鲜活的档案故事。他们驻足于泛黄的

历史照片前，凝视斑驳的革命文物，思绪不断

回溯至解放前后交城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

月。在档案库房，学生们近距离观摩档案的

规范化保存流程，深刻体悟档案工作者守护

历史记忆的匠心担当。大家时而屏息聆听，

时而俯身细看，低头笔记，在史料的字里行间

中探寻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于实物展品的

无声诉说中厚植家国情怀。

学生韩依桐兴奋地说:“今天非常高兴

走进交城档案馆！玻璃柜里的老照片像会

说话的魔法书，告诉我们过去的故事。讲解

员阿姨说，我们现在画的画、写的日记，以后

也会变成珍贵的历史呢！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继续保护家乡的珍贵记忆。”

此次“国际档案日”系列活动，通过街头

巷尾的知识普及和档案馆内的沉浸式体验，

将厚重的历史档案与鲜活的现实生活紧密

相连，让档案不仅成为记录时代的“黑匣

子”，更化作滋养文明的“活水源”。

“下一步，交城县档案局将持续加大档

案宣传力度，从档案资源融入百姓生活的具

体方式入手，努力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档

案服务，让群众深切感受到档案记录时代、

传承文明的力量。”交城县档案局局长郭效

峰表示。

（文/范英哲 梁赟 图/王斓 梁赟）

本报讯 近日，交城县委书记刘旋深入经济开

发区，就化工园区认定和安全整治提升工作进行调

研，并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

务。

在经济开发区，刘旋实地查看特勤消防站和化

工园区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就相关建设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

推进会上，县领导陈向东、程通彦分别汇报了化

工园区认定、安全整治提升工作进展情况。刘旋强

调，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认定和安全整治提升，是

事关开发区和企业生存发展的大事要事,也是推动

全县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全县上下必须高度重

视，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要牢固树立“交账”意

识，强化责任担当，压紧压实责任链条，进一步明晰

任务分工，厘清职责清单，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构建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要严格对照

认定标准和整治提升要求，紧盯关键时间节点，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逐项对照标准梳理短板弱项，统筹

做好软件资料梳理和硬件设施提升，确保各项任务

按时保质完成。要持续优化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各

牵头负责领导要深入一线，主动靠前指挥，强化调

度频次和力度，提升问题解决实效，及时研究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各类“卡脖子”问题，确保各项工作真

正落地生根、取得扎实成效。

（范英哲）

古诗有云“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时

节，交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稻蟹综合养殖基地一片热

火朝天，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水稻插秧作业，一幅

生机勃勃的农耕图徐徐展开。

走进米家庄村稻蟹综合养殖基地可以看见，村民

们正推着插秧机沿着规划好的田垄来回穿梭，所过之

处，一行行嫩绿的秧苗宛如墨线般笔直延伸。田埂

旁，数名村民紧跟其后，弯腰补栽机械未能覆盖的边

角区域，泥水裹满裤脚却丝毫未减干劲。

“我村的稻田共有 120余亩，今年我们采用机械化

插秧、人工补栽的模式进行，效率也比往年快很多

了。”西社镇米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任吉栓告诉记者，

目前插秧工作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再有三天就可以

完成整片稻田的插秧。此外，据任吉栓介绍，为了提

高产量，今年以来，他们还进一步改良土壤，采取高效

施肥等科学手段，预计今年产量将突破亩产千斤以

上。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插秧队伍中，多了一抹亮

眼的“志愿红”。西社镇 8名到村工作大学生组成的先

锋队，也随着村民们一同走进稻田，他们挽起裤脚，赤

脚踩进湿润的泥土，有的弯腰起苗，捆扎成束；有的穿

梭在水田间，向同伴传递秧苗；有的弯腰弓背，双手插

秧。旁边的老年村民则手把手教他们分辨秧苗间距，

大家干劲十足，忙得不亦乐乎。

西社镇到村工作大学生先锋队队长李晓强擦着

额头的汗水感慨地说：“以前总觉得农业生产离自己

很远。这次亲身下田插秧，跟着老乡们学习插秧技

巧，感觉特别有意义，也对家乡的农业有了更深地了

解。”

微风拂过，嫩绿的秧苗轻轻摇曳，仿佛在为大家

的辛勤劳作点赞。“组织年轻人参与农耕劳动，一方面

是希望他们能体验传统农耕文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乡

村产业发展注入青春力量。”西社镇米家庄村委副主

任曹三小表示。

米家庄村地处文峪河岸，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

就因产出颗粒饱满、口感筋道的水稻而在周边地区小

有名气。近年来，米家庄村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

依托优势条件，改造整治撂荒地，大力发展“蟹稻混

养”特色产业，重新擦亮“水稻之乡”金字招牌。

靠着这片水田，不仅让沉寂多年的撂荒地重新焕

发生机，更成了该村脱贫户和老年劳动力的“就业港

湾”。村里根据劳动力实际情况，为他们安排了分秧、

插秧、拔草、巡田等零工岗位，让他们不出远门也能挣

钱，真正实现了“田间地头谋生计，晚年生活有奔头”。

而这片水田，也成了村民们交口称赞的“养老田”。“米

家庄村发展水稻种植，是我们镇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

重要实践。下一步，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加大对特色

农业的扶持力度，发展高效农业，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让村集体经济富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更加坚

实。”西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建兵表示。

秧苗稳稳地插入水田，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正沐

浴着阳光雨露，静待着稻浪翻滚、谷粒满仓，悄然书写

着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交城县“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发放档案知识宣传单 交城西街小学学生参加档案馆开放日活动

刘旋调研开发区化工园区

认定和安全整治提升工作

交城县委书记刘旋（左二）在经济开发区调研化工园区认定和安全整治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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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村超”现场交城梁家庄队与洪洞兴唐寺队激情拼搏

交城狐公鼓舞《忠信千年》闪耀山西“村超”现场

省级非遗交城云香在“村超”现场展出

交城县开展第18个“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交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

五月田间织锦绣 文峪河畔插秧忙
□ 文/范英哲 图/范英哲 田谷仓

交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稻蟹综合养殖基地交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稻蟹综合养殖基地

交城县西社镇到村工作大学生在稻田插秧交城县西社镇到村工作大学生在稻田插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