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基层治理是

社会稳定的基石，警务创新是平安建设

的引擎。汾阳市公安局西河派出所传

承“十户联防”群防群治经验，以新时代

“枫桥经验”为指引，创新运用“加减乘

除”工作法，按下平安建设“快进键”，实

现警务效能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先后

获评山西省“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一级

公安派出所”，成为基层警务的标杆。

善 用“ 加 减 法 ”，化 解 矛 盾“ 零 死

角”。随着汾阳市城市建设重心西移，

重点项目如雨后春笋般落地。该派出

所直面涉工程建设纠纷中工地多、人员

杂、沟通难等痛点，精准施策：“加”足警

力，在建筑工地设立驻企工作站，社区

民警辅警下沉一线，通过研判社情、警

情 、民 情 ，走 访 项 目 部 、施 工 队 等“ 七

部”，构建起动态预警机制；同时组建

“乡音”志愿调解队，吸纳工头、工人代

表担任调解员，用熟悉的方言和乡俗拉

近距离，“减”少沟通障碍，将矛盾化解

在萌芽状态，避免调解工作“夹生”。

精 做“ 乘 法 题 ”，织 密 平 安“ 防 护

网”。西河派出所深知治安是平安的核

心，以“两队一室”警务模式为抓手，于

2024年组建近百人的“西河义警”队伍，

将群防群治力量延伸至社区乡村。义

警队员活跃在矛盾调解、治安巡逻、应

急救援一线，与派出所形成“1+1＞2”的

治理合力。数据见证成效，辖区行政案

件数同比下降 23.5%，刑事警情数同比

下降 42.3%。针对日租房消防隐患与管

理乱象，该所更是“放大招”——辅警考

取注册消防工程师证，民警驻点指导，

从严把关 50 余家日租房验收挂牌，让

“烟火气”更有“安全感”。

巧 算“ 除 法 式 ”，服 务 群 众“ 零 障

碍”。作为汾阳市业务量最大的公安政

务窗口，西河派出所年均办理户政业务

超 6000 件。为破解群众办事堵点，户

籍窗口推行“一站式、全天候”服务，开

通上门办、网上办等多元渠道，配备便

民 物 资 ，让 群 众 办 事“ 零 跑 腿 ”“ 零 等

待”。更值得一提的是，该所高标准建

设档案室，开设历史档案查询专窗，已

为 3000 余名群众解决亲子关系证明、

年龄身份核实等难题。

用精准服务“除”去群众烦忧。从

矛盾化解到治安防控，从隐患治理到便

民服务，汾阳市西河派出所用“加减乘

除”四则运算，算出了基层治理的“最优

解”，书写着新时代平安建设的生动答

卷，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持续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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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莫伸车窗外小手莫伸车窗外
□ 王雅妮

多棱镜

本报讯 （记者 李亚芝 通讯员 王
子璇） 6月 30日，方山县举行“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党政机关领导

干部与 18位党龄满 50年的老党员齐聚

一堂，共同回溯光辉岁月，共同展望奋

进征程。

仪式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

幕。面对鲜红的党旗，全体与会党员高

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响彻会场，仿

佛穿越时空，连接起老党员们从青春芳

华到鬓染秋霜的奋斗足迹。从青葱岁月

到银发生辉，他们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

生动诠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庄

严承诺。这一刻，白发映衬着永不褪色

的赤诚，岁月沉淀下愈加坚定的信仰。

在深情回望的环节，老党员代表们

结合亲身经历，用朴实而饱含深情的话

语，讲述了与党同心同行的峥嵘岁月。

他们感慨于方山县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

翻天覆地变化，更表达了“只要党和人民

需要，随时挺身而出”的坚定决心。他们

的奋斗故事，是生动的党课教材；他们的

不变初心，是激励后辈前行的宝贵财富。

县委主要领导向所有荣获纪念章

的老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祝

福。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

方山发展的亲历者、推动者和见证者。

全县各级党组织应常存尊老之情，多做

利老之事，认真落实老干部政策，让老

同志们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生活上有幸

福感、精神上有归属感。

岁月悠悠，带不走信仰的光芒；时

光流转，磨不灭奋斗的初心。此次“光

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是致敬，

更是传承；是回望，更是启航。方山县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好老党员们

忠诚于党的赤子之心、艰苦奋斗的优良

作风、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团结带领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方山的壮丽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员 冀美
丽） 七月的交城，党旗红成为最耀眼的

底色。表彰会上，勋章与证书折射榜样

力量，激励党员群众勇毅前行；面对鲜

红党旗，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重温入党

誓词，铮铮誓言激荡初心；文艺汇演舞

台上，歌舞飞扬、朗诵铿锵，以赤诚之心

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连日来，交城县用

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向党旗庄严致敬。

榜样领航，凝聚奋进磅礴力量。7月

1 日，交城县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周年暨表彰大会，对全县不同行业、

不同岗位上表现突出的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和经济

社会发展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当获奖者们接过证书，这份沉甸甸的荣

誉不仅是对他们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

肯定，更成为激励全县党员干部奋勇争

先的精神旗帜。交城县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杨倩表示：“我们将坚守‘为党育才、为

党献策’初心，全力打造理论武装高地、

干部锻造熔炉和服务决策思想库。”洪相

镇锦坤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恩

玲则承诺：“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以红心暖民心，用智治促善治，

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这些榜

样以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

激励着更多人秉持“我是党员我先上”的

信念，投身交城“转型引领蹚出新路、挺

进全省第一方阵”的奋斗征程。

忆史砺行，传承红色精神内核。为

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前行力量，交城县各

级党组织纷纷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

地。在晋绥边区第八分区革命历史纪念

馆，交城县委宣传系统全体党员佩戴党

员徽章，面对鲜红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

誓。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党员干部们驻

足聆听讲解，一边观看丰富的史料图片，

一边详细了解当年那段浴血奋战的革命

历史和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一幅幅珍

贵照片、一段段感人故事和震撼影像，让

在场的党员真切感受到革命胜利的来之

不易，更加激发了传承红色基因、担当时

代使命的责任和奋进力量。与此同时，

交城县委统战部党支部联合县新联会赴

文水县刘胡兰纪念馆，开展了庆“七一”

重温红色记忆、凝聚统战力量主题党日

活动。刘胡兰纪念馆内，图文史料、珍贵

文物、场景再现和革命遗址等多元展示

内容，勾勒出英烈从投身革命到英勇牺

牲的生命轨迹。党员们缓步参观，驻足

凝视，在历史细节中感知革命情怀，在红

色记忆里凝聚共识，在精神传承中汇聚

力量，激发起新时代统一战线共产党员

的使命担当。

同心筑梦，礼赞党的百年征程。庆

祝活动形式多样，覆盖广泛。县委办、团

县委联合部分学校开展“青春心向党 建

功新时代”主题党团队日活动，以党建带

团建、队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

国情怀；交城经济开发区举行庆祝建党

104周年暨“七一”表彰文艺汇演，表演者

用饱含深情的演绎，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展现出开发区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党员干部

赴西社村开展“红色教育砺初心 乡村振

兴担使命”主题活动，围绕农业技术、惠

农补贴等开展现场宣讲答疑，以实际行

动服务“三农”促振兴；县审计局党支部

组织开展“感悟初心使命 汲取奋进力

量”朗诵活动，通过诵读一个个感人至深

的红色故事，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和

缅怀，激励自身奋发进取……

党 旗 猎 猎 映 初 心 ，誓 言 铮 铮 踏 新

程。交城县以形式鲜活的庆“七一”系

列活动，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时代

光芒，让初心使命在奋斗中彰显力量。

这份炽热的红色情怀，激励着每一位交

城儿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向着挺进全

省第一方阵的目标奋勇冲刺。

方山县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交城县多彩活动庆“七一”

六年时间，临县三交镇孙家沟村的

变着实让人有些意外。这点意外恐怕连

孙家沟村人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

咋一个出乎意料了得！村里建起了

全县唯一的一所艺术馆，这个艺术馆展

出的大都是省内外一些知名画家和知名

美术院校师生的画展。村民们家门口就

可以享受高雅艺术。每次画展，他们反

反复复地看，带着家人、亲戚朋友来看，

路过看，特意安排时间看，生怕错过任何

机会。村民们原先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生

活的地方是这么美，通过画展，他们开始

珍惜家乡的山山水水，学会了爱护那里

的一草一木。

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村里来了一位

从京城来的大画家。从陌生到敬而远

之，从熟悉到没有半点距离，慢慢地，村

民们与这位大画家有了交流、有了共鸣、

有了情感。

这点变，只有孙家沟村人自己体会

最深。

2019年 7月 7日，谢永增孙家沟艺术

馆落户孙家沟村。当天，“源于乡土——

北京画院谢永增工作室吕梁写生专题作

品展”在该馆开幕。

谢永增是谁？

谢永增是河北深州小榆林人，是北

京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

美术展览，多次获得国家级美术奖项。

代表作多被政府机构、美术馆、博物馆等

处收藏。

谢永增就是孙家沟村人口中从京城

来的大画家。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他开

始到吕梁写生，至今已三十多年。他以

吕梁乡村为素材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

表现了农村的时代特征和农民的精神面

貌，在美术界引起良好反响。熟悉他的

朋友们都知道，谢永增迷恋吕梁、深爱吕

梁，每年少则早春、晚秋两次，多则数次

来到这里，且一住就是一月有余。老乡

们对谢永增已是熟若邻里。吕梁的农家

小院、窑洞土炕、沟梁山峁，早已和谢永

增的生活融为一体。

谢永增与吕梁结缘是从 1985 年电

影《黄土地》上映开始的。电影中黄土高

原的苍茫寥廓的画面，瞬间让谢永增产

生了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他为之怦然

心动。谢永增意识到，这是值得他描绘

一生的美丽画卷。

“ 那 时 候 家 乡 不 是 现 在 平 原 的 样

子。村子周边全是大片的沙土坡、沙土

岗，像丘陵一样连绵起伏。村庄周边和

田野中还有许多小河沟和水塘，河沟里

的小红鱼无拘无束地游动，水塘边的柳

树身影婆娑，随风起舞……那种难以言

表的美至今还萦绕在我的梦里。”谢永增

说，吕梁风光是他童年记忆里最投缘的

天地。走进黄土高原，仿佛回到家乡一

样。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吕梁山早已成

为自己艺术创作的大后方，成为自己的

精神家园、艺术故乡。

柳林、临县、石楼、兴县……在这片

黄土地上饱游饫览的过程，丰富了谢永

增的阅历，积累了绘画经验，坚定了他在

乡土中感受生活和生命价值的方向，“我

从吕梁厚重浑然、粗犷无限的感觉里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也借此表达

我对乡土故园的无尽眷恋。”

临县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相

对集中的区域，因晋商形成了以碛口为

中心的明清乡土民居建筑群落，有明清

建筑博物馆之称。孙家沟村一带以其

独特的区位优势在晚清时期吸引了众

多有钱人前来大兴土木，先后建成十连

窑院、亭院、花园院、王长生院、芝麻坪

院等，现存古民居建筑近 9000 平方米。

这里不仅是三晋建筑文化的宝库，也是

谢永增写生、影视拍摄、休闲旅游的好

地方。

孙家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

文明村镇，村内民居建筑完整记录了晚

清至民国初期中国北方黄土丘陵地区农

村的真实面貌，其建筑风格不同于一般

晋商宅院的平地造势，而是依山傍水，结

构参差错落、变化有致，富有古风古韵。

明柱、夏檐、厢廊式砖石窑院，厅台、廊

房、阁楼以及别具匠心的大门、照壁、垂

花门比比皆是，可谓传统窑院建筑之精

华，在晋西北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

1947 年 3 月至 1948 年 3 月，中央军

委三局和中央机要处驻扎在这里一年时

间。当时，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

平山，中央后方委员会则转移到临县统

筹后方工作，其中中央军委三局本部及

军委通讯总台就设在孙家沟。孙家沟因

其隐秘性成为电台活动、情报侦讯的主

战场。中央后委把 90%以上的大功率电

台秘密集中到孙家沟，党中央、毛主席及

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部分由后委

转达全国，各战略区的许多电报，也是由

后委转报中央和军委。

厚重的历史及红色文化的积淀，让

谢永增孙家沟艺术馆所在地增添无穷的

历史人文魅力。临县政府借助名人效应

保护利用开发古村落、传承和发展优秀

传统文化，这一举动更是艺术深入基层、

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性举措。

仲夏的黄土高原，生机勃发。谢永

增孙家沟艺术馆迎来建馆六周年纪念

日，扎根于吕梁山深处的一座专业性艺

术馆，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乡村振兴答

卷。

——成功举办以乡村为主题的高品

质美术展览 40余场，将山乡风貌与人文

底蕴凝于笔端。

——吸引了近 500名知名艺术家与

美术院校师生纷至沓来，汲取灵感，挥毫

创作，使孙家沟成为艺术创作与学术交

流的璀璨舞台。

……

成绩远不止这些。

艺术馆的建立与常态化的画展活

动，带动孙家沟写生基地迅速壮大，昔日

沉寂的村落蝶变为艺术学子向往的实践

课堂。艺术催生了民宿产业的繁荣，沉

睡的古老窑洞被唤醒，焕新为充满艺术

气息的特色居所。农家乐与民宿收入显

著增加，“一房难求”的景象，正是孙家沟

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的生动写照。

艺术馆的核心价值，在于让艺术真

切地走入百姓生活，转化为“真金白银”

的获得感。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迎接艺

术家与游客，“端着饭碗看展览”成为生

活常态。民宿经营与文旅服务，更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提升——艺术赋能乡

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已从蓝图变为触手

可及的生动现实。

书 画 人 喜 欢 安 静 ，谢 永 增 何 尝 不

是。随便走进哪个大院，灰砖青瓦，一向

对艺术、对生活有讲究的谢永增不仅会

在屋檐下挂上大红灯笼，而且还会在门

上和窗上贴上朱砂红纸。

在农村，本应该是贴窗花、贴对联和

贴门神的地方，却被谢永增黏上了朱砂

红纸，那种红虽然只是一抹，但是足够染

红整个孙家沟村的灵气。

时间久了，那一股喜庆的红色会自

然褪去，但是褪去的步子永远赶不上谢

永增更换的动作。别人看了都觉得好，

但是又点不出来好在哪里。

这大概才是古村落孙家沟村真正的

变。六年时间，孙家沟人看到了自己的

宿命，也嗅到了更多古村振兴密码！

公交车飞驰，窗外风景疾退。然

而，有些孩子的小手却如好奇的触

角，悄悄伸出了车窗。旁边座位上的

家长低头刷手机，或放空眼神望向远

方，对孩子的危险举动视而不见。这

种“放养式”监护折射出公共安全教

育的缺失，更暴露出部分家长对规则

意识的漠视。在飞驰的公交车上，窗

外的“自由”随时可能变成安全的枷

锁。

孩童将手臂探出疾驰的车窗，无

异于将生命交付于无常。车旁掠过

的电线杆、树枝，瞬间便可能造成断

臂之痛；一个突如其来的颠簸或急

转，孩子便可能被甩出窗外！这绝非

危言耸听，血淋淋的事故早已敲响警

钟。

要缚住这“窗外的小手”，需多方

协同以责任与智慧织就安全之网。

家长当是孩子最警觉的守护者，应摒

弃“孩子小不懂事”的借口，采用“共

情式教育”的方法。例如，看到孩子

伸胳膊窗外时，要耐心引导，言语教

育。同时，通过绘本、动画等方式向

孩子解释危险，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

识。公交公司可在车窗显眼处张贴

警示图标，司机发现险情时，更应通

过广播及时制止。法律也应为孩童

安全撑腰，对屡教不改的失职监护

人，应依法予以警示。除此之外，学

校和社区应加强公共安全教育。例

如设置相关模拟课程，让孩子在模拟

演练中掌握安全技能。社区可联合

公交公司开展“安全乘车小卫士”活

动，鼓励孩子监督家长行为。

孩子伸向窗外的小手，实则是整

个社会安全意识的试纸。唯有每位

父母真正扛起监护之责，公共管理者

以行动筑牢防线，才能将疾驰车轮旁

的无形深渊，化为孩子们平安成长的

坦途。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安全乘车

成为共识，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

每个孩子在规则与爱的护航下健康

成长。

本报讯（记者 王洋） 6月 28日晚，

2025年“杏花村酒杯”第二届山西省男子

篮球超级联赛（晋超联赛）吕梁赛区第二

阶段巅峰对决在市体育馆火热上演。中

阳县代表队凭借顽强意志与精湛球技，

以 89：83的比分客场击败东道主离石区

代表队，成功加冕吕梁赛区冠军宝座。

整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比分始终

呈胶着态势。尤其在决胜的第四小节，

双方球员顶住压力，稳扎稳打。中阳队

更是在客场作战的不利局面下，展现出

超强的心理素质与竞技实力。

赛后，中阳队教练员谢赧才难掩激

动之情：“我们的球员在人员紧缺的情

况下，凭借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到最

后，这种永不言弃的劲头值得每一个人

学习。此次夺得吕梁赛区冠军只是起

点，未来我们将继续刻苦训练，向着更

高目标发起冲击，争取在晋超联赛中为

吕梁人民赢得更多荣誉。”

中阳男篮摘得
2025晋超联赛吕梁赛区桂冠

图 为 方 山 县

职 工 篮 球 赛 比 赛

现场。连日来，由

方山县总工会、县

教 体 局 精 心 策 划

组 织 的 职 工 篮 球

赛 在 增 强 团 队 凝

聚力的同时，更激

发 了 广 大 职 工 积

极向上、奋勇争先

的精神，为推动方

山 县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 肖继旺 摄

六年之变六年之变
————看古村落孙家沟的艺术振兴轨迹看古村落孙家沟的艺术振兴轨迹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海砚冯海砚

多了游客多了游客，，火了民宿火了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