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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交口县桃红坡镇岭
南村的山山岭岭、田间地头又悄然兴起
农业“互助组”，以解决生产、技能和劳力
的不足。

10月 25日，笔者返家收割高粱正犯
愁时，该县桃红坡镇岭南村的马明俊、冯
兰芳、马建平等 6 名男女劳力不约而同
赶来，一字排开谈笑风生中开始了集中
收割。这 4 户为本家关系，马建平有辆

低速三轮车，且驾驶技术娴熟，而另外三
户有劳力。今年秋收工作开展后，遇到
了连续强降雨天气，因土地蓄水饱和，收
割机无法施展拳脚，这几户农户自发集
中，按地块分布、交通情况、农作物成熟
的程度逐家完成，不仅消除了单枪匹马
劳动的枯燥感，而且提高了劳动效率。

吴锁荣夫妇，一个常年在周边打临
工，妻子远赴省外跟随儿子照看孙子。

秋收开始后，吴锁荣与本家李改英、吴茂
元夫妇俩主动集中在一起掰玉米、掐高
粱穗，他们白天趁着久违的好天气抢时
收割，晚上挑灯进行碾打。目前，20 亩
玉米、10亩高粱已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效率比单干提高了 4倍。

“ 岭 南 村 今 年 种 植 了 低 杆 高 粱 50
亩，玉米 180亩，豆类和谷子 50亩大秋作
物，以往半个月都收不回来，今年虽然遇
到了秋雨连绵的极端天气，但村民们审
时度势创新工作，其功效是往年的 3 倍
左右。”该村村小组长白翠平喜滋滋地
说。

在交口县岭南村，这样自主组织起
来的“互助组”，只是该县桃红坡镇秋收
中的一个小小缩影。据不完全统计，像
这样农民自发自愿自行抱团组织的“互
助组”在交口县桃红坡镇的山上山下、田
间地头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该村党小
组长信心满满地告诉笔者，通过互帮互
助，不仅使劳动技能得到合理配置，运输
工具有机互补，而且有效解决了外出农
民工、弱劳户和常年患病户的后顾之
忧。同时，在互助中的劳作间隙，村民们
敞开心扉切磋耕作技艺、种子优化、致富
信息、网上销售，讲身边人，颂身边事，这
种颠覆了传统农业的观念，成为周边农
民争先效仿的新法宝，聚集了磅礴的社
会正能量。

（马山）

本报讯 （记 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郑东
慧） 近日，石楼县档
案馆选派部分优秀党
员走进第五小学，开
展“党员进校园 红色
润童心”活动。

奏国歌，升国旗，
全体党员和师生庄严
肃立，向国旗行注目
礼。国旗下，学生们
表演了手语操《把未
来点亮》。

“党的光辉历程
昭示我们，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该
县档案馆讲解员结合
精心制作的展板向同
学们讲述了中国共产
党在石楼建立、发展、
改 革 、建 设 的 历 程 。
声情并茂的讲解，把
大家带入了那段峥嵘
岁月，在深深感动之
余，为共产党人前赴
后继、英勇顽强的拼
搏精神由衷赞叹。

重温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活动
的开展，激发了学生
们的爱国热情，孩子
们深深体会到，和平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大家纷纷表示，要牢
记历史，珍惜当下幸
福时光，努力学习，争
做新时代好少年，为
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 温元元 通讯员 李
竹华） 近日，孝义市在兑镇镇兑九峪战
役展览馆举行“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
授牌仪式。马牡丹女子民兵班、预定新
兵、中小学生代表和附近群众 200多人
一起见证了这个特殊的仪式。

兑九峪战役展览馆，是一所反映中
国工农红军 1936年东征途经孝义兑九
峪境内战斗及生活历程的专题展览馆。
兑九峪战役是红军东征胜利的一次核心
战役，不仅顺利完成了毛泽东同志提出

的“唤起民众、扩大红军、筹集款子”三大
任务，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实施“逼蒋抗
日”至“联蒋抗日”奠定了坚实基础。

兑九峪战役展览馆是 2020年兑镇
镇举全镇之力打造的镇域红色历史展
览馆，该馆的打造填补了红军东征途中
兑九峪战役这一历史的空白,成为传承
红色基因、传播吕梁精神、接受革命教
育的“鲜活课堂”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自去年 4 月该展览馆落成对外开

放以来，兑镇镇充分利用这座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时常组织干部群众和青
少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年多
时间，已接待周边县市和本地参观学习
人员达 1 万余人次。为增强全民国防
观念、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支持国防建
设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当天，红军东征兑九峪战
役展览馆、孝义第一个党组织旧址、马
佩勋事迹展馆，同时被授牌命名为“山
西省国防教育基地”，这标志着孝义市

在国防教育上又增加了新生载体，在服
务国防、建设国防方面有了新的抓手，
对于追忆先烈丰功伟绩、弘扬革命英烈
事迹、激励后人奋发图强，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授牌仪式结束后，大家走进兑九峪
战役展览馆，共同追忆英烈走过的光辉
战斗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目睹着一件件记载着英雄壮举的历史
图片和遗物，聆听着一段段动人的革命
故事，再一次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

本报讯 为助力乡村振
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提供文
化软实力，近日，孝义市作
家协会组织 20余名作家和文
学爱好者走进该市兑镇镇新
民村开展“展示果乡风采、
助力乡村振兴”文学采风活
动。

当日上午，大家在作协
主席马明高的带领下走进了
新民村。一进村口就感受到
了浓烈的柿子节活动氛围，
村道路和路两旁的墙绘经过
重新整修描绘，显得更加干
净整洁，焕然一新。还没到
村委就听到悠扬悦耳的三弦
声传来，原来是孝义三弦书
研究会的艺人们正在村委大
院吹拉弹唱，他们大多眼睛
失明，只能把对新民村浓浓
的祝福融入到通俗易懂的说
唱里。

当天，新民村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人流量，村内大街
小巷红旗招展，喜笑颜开的
游客们摩肩接踵，热烈讨论
着柿子节活动的种种。在村
支书穆允清的全程陪同下，
会 员 们 来 到 千 亩 “ 牛 心 柿
子”采摘基地和村中各活动
场点参观……亲眼目睹了新
民村“高舞柿子龙头，推动
三 产 融 合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
增加农民收入取得的成就，
大家通过观看各种文艺表演
和游园采摘、削皮体验，参
观民俗风情展和兑镇特色产
品展，极大地激发了宣传推
介新民的创作热情。

“牛心柿子”在当地已
有 300 多年的种植历史，是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公布的第四批全国地理标志
农产品。它以独特的牛心形
状、鲜甜糯实的口感，丰富
的营养养生价值声名远播，
由于品种特殊，一些科研人

员专门取枝放入基因库以利
研究。今年千亩柿子产量将
超过 20万斤。

在削皮现场，适逢太钢
老龄大学摄影协会的几位摄
影爱好者正在拍摄，他们或
抢拍，或抓拍，不想错过一
个个精彩的镜头，不想落下
一个个喜悦的面孔。穆永青
书记说：“我决心在实施乡
村振兴中，继续打造好以柿
子为主的绿色生态产业，以
柿子产业作为依托带动其它
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旅
游业的发展。我看到很多来
来往往或远道或近道来我们
新民村的客人我很高兴，尤
其是你们作协的人来，我很
荣幸，你们为新民村的柿子
作大力宣传，我非常感谢你
们 ， 我 也 会 不 负 村 民 的 信
任，继续把柿子产业做大做
强，把柿子节活动搞得越来
越红火。”

马明高主席希望大家保
持 良 好 的 创 作 势 头 ，“ 深
扎”乡村沃土，记录和书写
一批讴歌乡村振兴的精品力
作。抓住这次采风的机遇，
感受乡村振兴的巨大魅力，
把在乡村振兴中的最美风景
凝于笔端，创作出一批有质
量的作品，为推动孝义市乡
村振兴提供强大的文化软实
力。各作协成员纷纷表示，
采风活动后，将切实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提高自己的

“ 脚 力 、 脑 力 、 眼 力 、 笔
力”，力争为新民村抒写一
个更红火的深秋柿子节，吸
引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山西孝
义的新民村。

采风活动结束后，市作
协还举办了一个金秋笔会，
会上写作爱好者们就新民村
柿 子 ， 就 文 学 创 作 畅 所 欲
言。 （李竹华 冯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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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与农机互补 速度与老天赛跑
交口岭南村又现农业“互助组”

岭南村“互助组”吴锁荣在翻晒新收的高粱。

孝义三处红色遗址被命名为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

国旗下，学生在表
演手语操《把未来点亮》

学生在观看展板

三弦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