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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义市崇文街道，有一处名为“青

衿坊”的共富工坊，正悄然上演着一场别

开生面的“酥点革命”。这场由 14名到社

区工作大学生主导的创新实践，依托“党

建+”红色引擎组建联合党支部，以非遗传

承、美食制作、文化挖掘、电商赋能为抓

手，不仅让传统酥点制作技艺重焕生机，

更带领闲散劳动力走上共富之路，在崇文

街道描绘出一幅动人的振兴画卷。

青春解码
用专业知识激活“老手艺”

传统手艺要想在新时代站稳脚跟，

需要大胆突破与创新。这群充满活力与

创意的大学生深谙此道，一场轰轰烈烈

的“酥点革新”在青衿坊拉开帷幕。他们

如同技艺精湛的“文化设计师”，深入挖

掘孝义文化内涵，精心打造出独具特色

的孝义文化 IP。从设计新颖精美的包

装，到改良传统酥点配方、研发贴合现代

人口味的新口味，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

他们的心血与智慧。

为了让传统酥点搭乘上互联网的快

车，大学生们化身“酥点主播”，在抖音平

台发起“大学生教你做荷花酥”话题，用一

个个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将糕点选材的严

格把关、制作的精细过程、烘焙的关键步

骤、装盒的精美呈现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大

众面前。这些充满着青春气息与专业态

度的视频迅速走红，单条视频浏览量轻松

破万。在流量的加持下，荷花酥的销量节

节攀升。与此同时，他们还巧妙借助孝义

文旅的强劲势头，让荷花酥在临水、胜溪

湖公园、村超比赛等非遗文化推介展位中

频频亮相，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产品”。

文旅搭台
让创业梦想落地“崇文里”

在青衿坊，创业梦想不再是遥不可

及的幻想，而是一步步变成现实。为了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共富工坊邀请专业

荷花酥烘焙师，为辖区内的闲散劳动力

开展集中培训。曾经赋闲在家的居民

们，经过培训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心灵手

巧的“指尖工匠”。

大学生们还建立起“一叶崇文”直播

间，从幕后的制作到台前的销售，形成了

一套完整且高效的运营模式，成功激活了

“舌尖经济”。直播镜头前，他们又化身为

“带货达人”，积极探索“文商旅+富民”的

创新模式，实现了“荷花酥+”的跨界融

合。后期，他们还制定了一系列极具吸引

力的计划：每月推出限定款荷花酥，搭配

非遗体验券，吸引年轻人打卡收藏；精心

制作短视频《酥点里的二十四节气》《因

‘荷’来孝，为爱共赴》，以新颖的视角展现

酥点文化；探索出荷花酥沉浸式体验制作

课程，让游客亲身体验传统技艺的魅力；

研究设计以荷花酥为主题的旅游路线，将

苏家庄慈圣寺、宋家庄古村落、桃园堡、瑶

圃特色农产品等旅游线路串联起来，为崇

文街道的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

共富涟漪
从“个人成长”到“全域振兴”

大 学 生 与 荷 花 酥 的 奇 妙“ 化 学 反

应”，在崇文街道引发了强烈的连锁效

应。在文化传承方面，大学生团队发起

“景区+文化”新计划，以荷花酥为成功

样板，将面塑、根雕、剪纸等传统技艺融

入现代新理念，致力于打造独具“崇文”

特色的品牌矩阵。同时，他们深入挖掘

本地特色美食，将其转化为地域特色文

创 产 品 ，让 传 统 文 化 在 创 新 中 焕 发 新

生。

在带动就业方面，“指尖工匠”圈不

断扩大。辖区内的闲散劳动力根据自身

实际，纷纷参与到共富工坊的各个项目

中，在“文旅富民”的浪潮中找到了自身

价值，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目前，

共富工坊已带动 15人实现稳定就业，每

人每月增收 1000 元左右，真正形成了

“培养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良好

效果。从传统酥点的革新，到完整产业

链的构建；从个人创业梦想的实现，到带

动全域振兴，崇文街道的青衿坊正以青

春之力、创新之智，书写着共富路上的精

彩篇章。

孝义市崇文街道社区大学生创新工作实践

探索“荷花酥”里的共富密码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阮兴时阮兴时

跨越千里，从首都到吕梁山支教

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郭鑫的选择，作

为 第 26 届 研 究 生 支 教 团 成 员 ，这 位

“00”后选择把青春“种”在吕梁山区的

校园里。他一人挑起高一到高三地理

教学的重担，用热情点燃乡村学子的

求 知 路 ，用 知 识 丈 量 乡 村 教 育 的 厚

度。把自己深深扎进了这片教育的沃

土里，让青春在方山县职业中学的地

理课堂上，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刚开始上课的时候，郭鑫所教的

高二年级 34班的学生在课堂上十分沉

闷，即便郭鑫抛出问题，回应者也寥寥

无几。为此他不断调整教学方法，试

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却收效甚微，这

让他一度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学生的认

可，教学工作也不够完善。逐渐地，郭

鑫了解到，职中校园里有不少认真上

进的学生，部分学生中考成绩与普通

高中分数线仅差毫厘，分流到职高后，

巨大的落差感让他们变得消沉。每每

想到孩子们失落的神情，郭鑫心中便

涌起一股冲动和强烈的责任感。他深

知无法轻易抚平学生内心的落差，只

能在心底默默督促自己，一定要高质

量完成教学工作，不辜负学生的期盼，

不辱没时代赋予的使命。

地理学科与生活紧密相连，但对

于方山县职业中学的许多学生来说，

学习能力的不足和自主思考意识的欠

缺，成为他们掌握知识的阻碍。面对

这一困境，这位“00 后”教师没有丝毫

退缩，郭鑫深入钻研教学方法，化身

“生活智慧引路人”，一心要让每一堂

课都能走进学生心里。学生理解困

难，他便从生活中寻找案例，形象地进

行阐释；学生缺乏主动思考的积极性，

他就准备小奖品，激发学生思考的动

力。为让抽象的“付租能力”概念变得

通俗易懂，他别出心裁地创设“拍卖

会”情境，将经济学原理转化为趣味互

动；为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糖果小奖品

成了课堂“金钥匙”。当学生们踊跃举

手、争相上台讲解知识点时，知识的种

子已在欢声笑语中悄然生根。凭借多

样化教学方法，他所带高一年级在上

学期期末统考中，地理学科交出 84 分

的亮眼答卷，这背后，是他 600 余节课

堂的坚守，更是 150余名学子成长的见

证。元旦节那天，34 班学生手绘的贺

卡、满载感激的礼物，让他读懂了“无

声处的回响”——原来真诚的付出，早

已在学生心中绽放出信任之花。

工作之余，郭鑫充分发挥个人文

艺特长，积极参与县内文艺活动。他

参与庆祝方山县关工委成立 30周年文

艺展演朗诵表演，还主持了县、校两级

中小学生“中华魂·毛泽东崇高精神风

范”主题演讲比赛。谈及这些经历，郭

鑫心怀感激：“非常感谢方山县给我提

供了展示的机会和舞台，让我能够在

这里施展才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在

彩排和表演过程中，教育局的领导和

老师们也给予了他许多宝贵意见。“主

持彩排时，任建华老师指出我在语句

停顿下意识抿嘴的问题，这个小细节

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紧张。”郭鑫将每一

条 建 议 都 铭 记 于 心 ，并 在 实 践 中 改

进。参与活动，当他作为主持人亮相

时，台下职中学生们惊喜的表情，成为

他记忆中最深刻的瞬间。“是这片土地

给予我成长的舞台”他谦逊地说。

“功成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

郭鑫将这句箴言镌刻于心。他深知，

乡村教育振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

要甘当铺路石的情怀与久久为功的坚

持。站在新的起点，这位土家族青年

党员教师目光坚定：“我愿用青春之光

照亮学生前行之路，以青年之志向、青

年之品格，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征程

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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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居民外出，燃气工作人员例

行安检却扑了空时，他们留下的那

张薄薄留言条，已然超越了简单的

告知功能。它如一枚温润的印鉴，

在无声中印证着公共服务正朝着人

性化、精细化方向悄然演进——这

无疑是值得欣慰的进步之处。这张

小纸条背后，正呼唤着更深邃的制

度设计与更广泛的社会协同，以使

这份暖意真正化为守护千家万户安

全的坚实力量。

留言条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为

“服务”二字注入了温情。它挣脱了

冷冰冰的“未遇通知”框架，化身为

一种双向沟通的诚意邀请。工作人

员主动留下清晰的联系方式，将单

向的检查任务悄然转为双向的预约

服务，居民获得了知情权与选择权，

服务的主动权也从机构“施予”变为

居民“掌握”。这种由“通知”到“对

话”的微妙转变，不正是公共服务理

念从管理本位向人本精神回归的生

动注脚吗？

然而，这看似完美的温情链条

上，仍存有亟待弥合的缝隙。那留

言条上若只潦草写着“来过未遇”，

却未留下清晰具体的联系方式，便

如同递出一把无法开锁的钥匙；而

个人信息不经意暴露于门外，在隐

私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更可能埋

下安全隐患。最令人惋惜的是，一

些留言条如断弦之琴，居民拨通电

话后却遭遇渠道不畅、反馈无门的

窘境。这些看似微小的痛点，如蚁

穴般悄然侵蚀着这份“心意”的根

基，使善意的桥梁在居民一端无法

真正抵达。

要 使 这 小 小 纸 条 承 载 的 暖 意

持续流淌，便需将这份“温度”嵌入

更坚固的“制度”框架中，让“人情”

与“规矩”交相辉映。服务部门应

率先垂范，制定留言条的“标准范

本”：明确要求记录工作人员姓名、

工号、可靠联系方式、可预约时段

等关键信息，同时严格禁止在门外

留下涉及居民隐私的内容。在此

基础上，可依托技术赋能，如推广

带二维码的电子留言单，居民扫码

即可直接进入官方预约反馈平台，

既提升了效率，又保障了隐私与信

息的准确性。除此之外，居民亦需

树立“服务配合意识”，化被动为主

动：主动留意社区公告，预先了解

检查时段；积极利用物业群、社区

App 等平台更新联系方式；当留言

条如期而至，更应及时响应、主动

预约。

小小一张燃气检查留言条，折

射出公共服务从粗放到精细、从单

向到互动的蜕变之光。只有当标

准化的制度保障与便捷的技术支

撑 ，与 居 民 主 动 参 与 的 涓 涓 细 流

汇 合 ，这 张 小 纸 条 才 能 真 正 化 为

一 条 既 暖且韧的纽带——一头系

着服务者的责任，一头牵着居民的

安心。

小纸条里的大民生小纸条里的大民生
□ 王雅妮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兵器宛如璀璨星

辰，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智慧与勇气，见证

着时代的兴衰变迁。吕梁北武当古兵器

博物馆，作为山西省国防教育的重要阵

地、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窗口以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课堂，在国防教

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吕梁北武当古兵器博物馆是一座集

历史、文化、军事于一体的知识宝库。馆

内珍藏着从远古到近现代各个时期的古

兵器，从原始社会的石斧、骨镞，到冷兵

器时代的刀枪剑戟，再到近代的火枪火

炮，每一件兵器都仿佛是一部鲜活的历

史教科书，诉说着战争的硝烟、英雄的壮

举和民族的坚韧。这些古兵器不仅是冰

冷的金属，更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见证

了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过程中的不屈不挠，见

证了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抛头

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

作为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吕梁北

武当古兵器博物馆为国防教育提供了直

观、生动的教材。国防教育是国家生存

与发展的安全保障，是增强民族凝聚力

和向心力的重要途径。在这里，参观者

可以近距离观察古兵器的构造、工艺和

使用方法，了解不同历史时期军事技术

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变。通过参观展

览、聆听讲解，人们能够深刻认识到国防

建设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性，增

强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观念。例如，看

到古代的城墙防御体系和攻城器械，人

们会明白坚固的国防工事和先进的军事

装备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了解到近代

中国在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导致遭受列强

侵略的历史，人们会更加珍惜当下和平

稳定的环境，支持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建

设。

在吕梁市委、市政府命名的“吕梁市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及多个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校命名的教

育基地层面，古兵器博物馆成为激发爱

国热情的精神源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核心，是推动国家前进的强大

动力。古兵器博物馆中的每一件展品都

蕴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它们见证了中

华民族在抵御外侮、保卫家园过程中所

展现出的英勇无畏和团结一心。当学生

们看到先辈们使用过的简陋武器，却依

然能够战胜装备精良的敌人时，会被他

们的爱国精神和革命意志所深深打动，

从而在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对于企事

业单位员工来说，参观博物馆可以让他

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民

族精神，激发他们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

献力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同时，作为吕梁市教育局命名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吕梁北武

当古兵器博物馆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公

民三个层面的价值准则，其中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等与古兵器所承载的精神

内涵高度契合。在博物馆中，人们可以

从古兵器的历史故事中汲取正能量，学

习先辈们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诚信

友善的品德。例如，古代将领们为了国

家和民族的利益，不畏艰险、浴血奋战，

体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爱国情怀；而

兵器制造工匠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体现了他们的工匠精神，诠释

了诚信和敬业的价值追求。通过参观古

兵器博物馆，人们可以将这些优秀品质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此外，吕梁北武当古兵器博物馆还

是共青团吕梁市委命名的“吕梁市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青少年的成长

成才搭建了重要平台。青少年是国家的

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

义教育和国防教育至关重要。博物馆通

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研学旅行

和教育讲座，让青少年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了解历史、增长知识、培养兴趣。青

少年们可以在这里亲手触摸古兵器，感

受历史的厚重；可以参与模拟战争场景

的 活 动 ，体 验 战 争 的 残 酷 与 和 平 的 珍

贵。这些活动不仅能够激发青少年对历

史文化的热爱，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团队

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他们

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吕梁北武当古兵器博物馆在国防教

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以丰富的

古兵器藏品为载体，通过多种形式的教

育活动，将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为人

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传承文化、增强

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重要平台。在未

来的发展中，我们应充分发挥古兵器博

物馆的教育功能，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

馆，感受古兵器的魅力，汲取历史的力

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古兵器博物馆在国防教育中的意义
□ 高宇峰

工作 研究

本报讯 （记者 冯海砚 梁英杰 王
晨宇） 6 月 17 日，临县谢永增孙家沟艺

术馆迎来一场凝聚乡土情怀与艺术力量

的盛会——“乡土与再现”河北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师生作品展开展仪式。

此次展览是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

计学院探索美术创作与乡村振兴共融互

生的创新实践，它构建了一条“艺术赋能

乡土、重塑乡村文化主体性”的有效路

径。来自燕赵大地的创作者们，以敏锐

的艺术感知力捕捉黄土高原的呼吸与脉

动，将独特的风土印记、坚韧的民族精神

与温暖的乡愁记忆，熔铸于笔端与色彩

之中，创作出一批饱含深情的作品。

《乡土与再现》展览不仅仅是一次艺

术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个可资借鉴

的实践范本，生动诠释了如何以美学力

量参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文化深度对

话。它昭示着，在艺术与乡土的深情对

话中，蕴藏着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绘

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的无限可能。开展

仪式汇聚了国内外文化艺术界众多专家

学者，包括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清华大

学李文儒教授、原国家博物馆书记、副馆

长单威先生、浙江大学周永广教授、全国

政协委员及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王澍院长等。他们的莅临指导，为展览

增添了深厚的学术内涵，也彰显了社会

各界对乡土艺术传承发展与艺术助力乡

村振兴的高度关注。

据介绍，画展将持续至 7月 30日。临

县孙家沟，这片晋西北厚土，以其粗犷的

山川、厚重的历史和质朴的生活，凝炼出

独特的晋地文化肌理与浓郁的乡土气息，

构筑了极具东方美学特质的创作场域。

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巧妙活化传统窑洞

院落，将黄土高原最具生命力的智慧结晶

升华为承载艺术的殿堂，为作品提供了最

真切、最契合的展示空间，促成了艺术与

乡土文化深刻而自然的对话与共振。

一场乡土与艺术的深情对话一场乡土与艺术的深情对话

河北师大师生作品亮相临县孙家沟河北师大师生作品亮相临县孙家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