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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城县政协党组
成员李淑萍，特约信息
员武亚西、赵小平反映：
近年来，由各种充气游
乐设施引发的安全事故
时有发生。据央视财经
报道，近期充气城堡遇
风又“夺命”，给许多家
庭带来巨大的伤痛。充
气游乐设施安全关系群
众生命安全，关系社会
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
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
题。

为此建议：
一、将充气游乐设

施纳入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 范 围 。 我 国 现 行 的

《游 乐 设 施 安 全 规 范》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主要针对高空、高速
的游艺游乐设施，不包
括充气娱乐设施此类小
型、无动力装置娱乐设
施。即将于 7 月 1 日正
式实施的《充气式游乐
设施安全规范》虽然对
锚固、压载、围墙、缓冲
带、日常维护保养等作
出明确规定，但未涉及
如何监管。应尽快将充
气游乐设施纳入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范围，明确
监 管 部 门 ，从 生 产 、销
售、运营实行全过程监
管，确保质量安全及运
营安全。

二、建立健全跟踪
追诉机制。对于发生安
全事故的，应查明事故
原因及责任主体，属运
营维护不当、现场管理
不严的，严惩设施管理
人员；属监管缺位的，追
究监管人员责任；确有
质量安全问题的，严肃
追究生产厂家的责任。

三、加强公共卫生
管理。对于正常运营的
充气游乐设施，除采取
必要的安全措施外，还
要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防止交叉传染疾病的发
生，确保公共卫生安全。

本报讯（记者 曹永亮 通讯员 王中
业）5 月 27 日至 31 日，离石区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连续五天在凤山底小学、长治路
小学、离石三小、呈祥路等多所小学举行。

活动由离石区文化和旅游局、吕梁市
群艺馆、离石区科技教育局主办，离石区
文化馆承办。此次活动本着“传承传统文
化精神，培育诚信厚德少年“为宗旨，来自
离石区数百名文艺工作者为学生们呈现
了一场场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听盛宴。

此次展演活动受到了离石广大艺术
工作者的积极响应，活动主题鲜明，传统
文化元素极具特色，演出形式丰富多样，
真可谓歌舞演唱精彩竞秀、唱念做打舞台
生辉。小演员演唱的传统晋剧《大殿堂》
以及民乐《喜酒歌》等经典曲目，优美的唱
腔、精彩的亮相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
声。节目《古典舞》对戏曲元素大胆创新，
领会着“继承”和“发展”的真谛，他们用

“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大胆想象、创作出
了孩子们喜爱的节目。

此次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惠及
离石四千余名师生，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

评。离石区科技教育局有关负责人称：
“今后，我们将继续与有志于传统文化的
各界人士一起，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积
极、大力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
播，促进离石区学校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努力让更多的
孩子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展示艺术才
华，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后继有
人、代代相传。”

初夏的吕梁大地，惠风和畅，生机盎然。
6 月 1 日打早，吕梁学院迎来了一批尊贵的客

人。他们是由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石跃峰带队组
织的省书协书法家文艺志愿者小分队。吕梁学院是
小分队到吕梁开展活动的首站，省书协在此举办书
法（公益）培训班。

“省里的书法家来学院做讲座，机会难得啊！”早
上 8点左右，位于吕梁学院一号教学楼和二号教学楼
中间的阶梯教室前排就已经坐满了人。有的来自各
县市的书协，有的是书法爱好者。大家早到的目的
是希望占个有利位置，能近距离一睹书法家们的风
采，便于听课。只见阶梯教室四周挂满了书法作品，
教室内墨香四溢、沁人心脾。

培训班开班前，石跃峰对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开
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山西书法三晋行（公益）活
动做了详细介绍。据悉，本次活动主要包括三项内
容，分别是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书法（公益）培训班、

“翰墨薪传”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书法进校园活动、山
西省书法家协会“百名书家颂祖国”书法笔会及扶贫
捐赠活动。

“老师，你帮忙点评一下我的作品吧！”培训班上，韩
少辉、颉林、王鑫三位授课老师忙得不亦乐乎，台上台下
的互动场面精彩而热闹。不少书法爱好者都把心提到
嗓子眼儿，生怕时间不经用，老师没有时间点评自己的
作品。其实，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早在今年四月份，
省书协就发出了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新作为山西书法
工作者践行“四个坚持”倡议书》，育新人也是其中一项
任务。面对台下的听众，三位老师虚怀若谷，毫无保留
地向现场的书法爱好者分享成功经验。

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适逢“六一”国际儿
童节，下午，小分队走进了离石区东关小学，开展“翰
墨薪传”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书法进校园活动。

在孩子们心目中，台上站着的几位爷爷都是名
人。孩子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为他们佩戴上了鲜
艳的红领巾，并且认真地为他们表演了陶笛合奏节
目。孩子们的表演显然让爷爷们很满意，纷纷发出
赞美之声。“天气太热了，少让孩子们在烈日下活
动。”在爷爷们的建议下，学校取消了一个节目。直
奔主题，师生现场书写作品，爷爷们现场指导。

下午 3点，东关小学院内，十几位书法老师，头顶
烈日，耐心而认真地为孩子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
并手把手矫正书写姿势、传授线条认知、示范运笔规
律、指点书法技巧。与此同时，书法老师们现场挥
毫，为学校书写并赠送作品。

“各位老师好！我应该先练习哪种书法字体？”
在书法研讨会上，东关小学五（2）班学生韩昊哲和五

（8）班学生高雨瞳向书法家们提出了共同的疑问。
“我的建议是，你先从楷书练起。学书法不能怕苦，
我写了很多年的字，都没有进步。有一次，一怒之
下，我把几根毛笔一下子从窗户上扔出去。但是，过
了两天后，我又后悔了，于是到楼下又把毛笔捡了回
来。遇到困难的时候，挺一挺就过去了。”省书协理
事韦钢武向小朋友分享了自己的建议和练习书法的
遭遇。

研讨会上，听说东关小学开设有特色书法课，书
法家们非常高兴，纷纷畅所欲言，为学校开办书法课
提出合理建议。书法家们的心情是一致的：做好书
法的传承义不容辞。

“全省广大书法工作者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用心用情用力来创作，让人民群众更便利地共享
精神文化食粮，让书法文化的美育功能深入到基层
群众，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誉和欢迎。”6 月 2 日上午，
小分队的最后一站位于临县三交镇孙家沟古村。小
分队此行的任务主要是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助力脱
贫。

孙家沟村是临县的明星村。据传，孙、王二人四
处谋生，先后来到碛口北偏西 26公里的山沟，发现此
处有山有水后，故在此定居。立村之祖先为孙氏，取
名为孙家沟村。该村位于三交镇东南 4公里处，1947
年，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驻扎临县期间，军委三局和
机要处就驻扎在该村。农业学大寨时期，该村是西
山地区农业建设的一面旗帜，耕地全部为此时修建

的梯田，村民多以务农为主。该村具有保护完好的
明清古民居建筑，上世纪末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得知省里的书法家们来孙家沟村的消息，四面
八方的老百姓闻讯而来。笔会现场，气氛热烈。村
民们虽然识字不多，但是都以得到书法家的一张墨
宝为荣。有的村民自己拿出对联纸，恳请书法家书
写。有的则希望书法家给孩子书写励志文字。面对
着山沟里的老老少少和一双双充满着渴望的眼神，
书法家们动容了。

书写的地方在村中的一个大院，阳光可以毫不
费力地直射到各位书法家的脸上。仅写了几张，大
家脸上便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稍不留神，汗珠子便
会滴落到宣纸上。然而，炎热的天气并未影响到书
法家们的创作热情，个个聚精会神，挥毫泼墨。一幅
幅作品从书桌上转移到院落里、房间中，院内外到处
飘着墨香和欢笑声。

当天，最高兴的人莫过于该村十几位贫困户，他
们荣幸地领到了书法家们馈赠的书法佳作。拿到书
法作品后，人人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从他
们脸上展露的笑容，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脱贫后更
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用毛笔书写担当
——省书协走进我市开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山西书法三晋行（公益）活动见闻

□ 文/图 本报记者 曹永亮

建议将充气游乐

设施纳入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范围

传承传统文化精神 培育诚信厚德少年
离石区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圆满落幕

在孙家沟村，书法家们现场挥毫书写作品

省书协理事韦钢武老师为贫困户赠送书作

离石东关小学学生现场表演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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