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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 5·18 国际博
物馆日即将来临之际，文水县民俗
博物馆开展了以“播扬民俗文化 守
望精神家园”为主题的博物馆系列
宣传活动。

文 水 县 民 俗 博 物 馆 成 立 于
2019年 7月，建筑面积 4000多平方
米，设开放区和封闭区，馆藏各类
民俗、非遗、历史、文化、艺术等代
表性收藏品 343 余件，内设的吕梁
非遗博览园展有 1000 余件吕梁各
县的非遗物品，充分反映了本土的
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及社会经济状
况，是传播传承传统文化、展览展
示民俗风情、保护演示非遗文化的
民办博物馆。2021年 8月，成为山
西省文物局备案确认的民办博物
馆。

文 水 县 民 俗 博 物 馆 成 立 以
来，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潜力和影
响力，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增强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为社会公众献上一份丰盛的

“文化盛宴”。该馆常年免费对民
众开放，现已累计接待全国各地
群众达 32 万人次，举办了篆刻艺
术漫谈、陆游爱情诗词赏析、李本
深文学和书画艺术漫谈、文水名
人武福桂、山西中古野外考古等
各类培训和讲座 48 次，受到社会
各界的欢迎和好评，被山西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山西省社
会科学普及宣传基地”。

为纪念 5·18国际博物馆日，文
水县民俗博物馆以“弘扬传统文
化，赓续红色血脉”为宗旨，发挥博
物馆力量，在全社会开展主题宣传
语征集活动，并举办老照片专题展
出、乡村记忆专题讲座。他们还特

邀文水面塑非遗传承人，让青少年
在实践中感受面塑文化，体验传统
民俗技艺。

博物馆是厚植国家情怀的重
要场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阵
地，也是彰显地区风貌、提升城乡
内涵、拉动文旅消费的文化空间，
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机构、
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文水
县民俗博物馆致力于科普文化知
识、提升文化素质、扩大公共服务
水平，全力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
互动的平台，发挥文化自信中的阵
地作用。

（梁大智 张佩 朱秋艳）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丰富广大村民的文化
生活，近日，市总工会驻方山县花家坡驻村工作
队邀请了歌舞、相声、戏曲等行业的优秀老师来
到花家坡村召开文艺座谈会与村民共谋发展社
会主义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座谈会后，艺术家
们为村民们进行了现场演出。

市政协委员、晋剧名家、梅花奖获得者、国
家一级演员梁桂星，吕梁市政协委员、吕梁市歌
舞剧院独唱演员、杏花奖获得者、国家二级演员
郭小红，国家二级演员、晋剧名家、人称“一声
雷”武绪文，市政协委员、贵宾庆典总经理薛桂
斌，吕梁电视台编导、时光影视经理王霞，吕梁
市歌舞剧院曲艺演员秦建，星光大道人气冠军、
吕梁市歌舞剧院歌唱演员薛义斌，走进大戏台
月冠军、山西省农民工歌手大赛优秀演员王银
爱，吕梁市群众艺术馆馆外辅导老师郭全海等
参加了座谈会。

今年以来，市总工会驻方山县峪口镇花家
坡村帮扶工作队先后组织了多次活动，推动文
化下乡、文化惠民，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闫志宏 李秀宝 张灵瑞）

本报讯 5月 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方山县移动分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
积极分子、团员青年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屏幕前，大家认真聆听、深受鼓舞、倍感振
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一百
年来共青团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青春历
程，充分肯定了共青团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历史
经验，也对当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

激昂青春正奋斗，勇担青春铸使命。大家
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始终在中国共产
党的引领下，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青年党员马丽云说：“作为一名青年党员，
我们应当有顽强的意志，攻坚克难、甘于奉献。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党员要以身
作则，带领团员树立远大的理想，传承革命先烈
红色基因，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该公司团支部书记薛志刚说：“未来属于青
年，希望在于青年。我们要知道，实现中国梦是
一场历史接力赛，我们必须把青年更好团结起
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

团员青年代表陈泽宇说：“我们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嘱托，树立远大理想，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立足本职工作、苦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攻
坚克难，努力成为新时代好青年。”

（闫卫星 兰正江）

为纪念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胜
利回师西渡 86周年，5月 3日，由山西革命老
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
军东征历史文化研学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展的

“传承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沿红色足迹、
启信仰之路、访革命旧址寻访团成员满怀崇
敬之情来到孝义市“红军东征兑九峪战役展
览馆”，探寻黄土地上的红色革命足迹，学习
东征历史，体验红色历程，感受红色气息。

1936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
红军在三晋大地进行东征，在山西转战 50余
县，历时 75 天，打通东进抗日解放全国的战
略通道，壮大了红军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为党中央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
点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兑九峪战役是红军东征中一场最关键的
战役，如果说隰县蓬门、中阳关上战役是红军
东征过程中首战告捷且大获全胜的开局战
役，那么兑九峪战役就是红军东征胜利的一
次核心战役。兑九峪战役歼敌约 3 个团，几
乎是整个红军东征期间歼敌数量的一半。兑
九峪战役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重挫阻击晋
绥军、扫清东进抗日障碍的重要战役，是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是红军东征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
碑。兑九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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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兑九峪战
役记录了一段不朽的红军东征革命史，也留
下了一段火红的红色革命记忆史。

1936年 5月 5日，东征红军胜利西渡回师
陕北。在山西历时 75天，消灭敌人 7个团，歼
敌 13000余人，俘敌 4000余人，缴获枪支 4000

余支、炮 20余门，扩红 8000余
人（仅吕梁 3000余），筹款达到
50万银元（仅吕梁 30万），组织
地方游击队 30余支，扩大了党
和红军的影响，并迫使进剿

“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
固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当日，“传承英烈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寻访团一行，
还走访了毛主席亲自指挥的
兑九峪战役指挥部及郭家掌
金斗山指挥台，现场感受兑
九 峪 战 役 精 神 。 体 验 毛 泽
东、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当年率领红军抗日
先锋军东征的革命历程和时代精神。

红军东征，在吕梁大地留下了光辉的革
命足迹。寻访团一路走走停停，寻访了交口
县大麦郊红军东征总指挥部、西庄红军井幸
福泉、石楼东征纪念馆，了解红军东征期间在
此地展开的战斗以及路居生活情况。在交口
县双池镇西庄村红军东征路居地，还举行了

“西庄红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山西革命老
区历史文化研究会潘利军会长、东征研学中
心红色教育基地主任张义春为“麟厚堂”、“红
军井幸福泉”授牌“西庄红色教育基地”。

东征研学中心常务主任武大疆说：“西庄
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西庄是红军抗日先
锋军东征毛泽东、彭德怀率东征总部机关及
中路军曾宿居的地方，西庄的红军井幸福泉
是红军继瑞金沙州坝打的第一口井后打的又
一口红军井幸福泉，历史深远，意义重大，体
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

武大疆向多年来无私奉献、无怨无悔致

力于西庄红色教育基地保护工作的吴守礼颁
发了“西庄红色教育基地主任”荣誉证书。李
桂民、任刚、孙爱娥、张卫东、刘风秀代表红军
东征研学中心为西庄红色教育基地赠送了山
西著名书法家赵纪虎墨宝《沁园春·雪》书法
作品和中心整编撰写的《红军东征毛泽东路
居足迹》《红军东征吕梁山烽火岁月》研学资
料读本。

在 3 天的寻访中，寻访团成员每到一处
都专心听取讲解员的讲解，并不时询问相关
情况，通过认真聆听和目睹，大家感慨万分，
纷纷表示：“目睹一处处革命遗迹、一件件珍
贵文物，仿佛被带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我
们能够踏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
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领导率领的红军东
征之路，体验他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完全
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次
深刻的教诲，通过这次东征之路学习参观，我
们一定会时刻铭记历史，大力弘扬东征文化，
传承东征精神，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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