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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员 梁赟） 近日，共青团
交城县委、青年文体协会和城西小学共同举办了“喜迎
二十大、争做好队员”暨“开学第一课——话中秋、感文
化、庆团圆”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活动中，学生们着装整齐，个个意气风发，朝气蓬
勃，用热烈的欢呼声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活动现场，交
城县青年文体协会成员与学生们现场完成了交城月饼、

“云香”、“木板托印”等非遗体验项目，零距离体验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并通过提问互动的方式，让学
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整
场活动气氛热烈，寓教于乐，孩子们积极参与，得到了大
家的纷纷点赞。

“感谢共青团交城县委、交城县少工委给了孩子们
这样一个实践活动的机会。”城西小学教师田蓉说，希望
孩子们通过这次活动，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树立团
队意识、责任意识，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创造性地进
行思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通过参加这次实践活动，使我对中秋节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知道了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感受到
了浓浓的传统文化。”学生闫浩宇说，将进一步继承和发
扬中华传统文化，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通过本次活动，我体验了中秋节祭月云香制作的
古老手艺，让我感受到了家乡特色传统文化魅力，也给
我成长的道路上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学生闫 楷通过这
次活动受益匪浅。

本报讯 （记 者 木二东 通 讯
员 陈钰） 幼儿时期是保护牙齿的
重要时期，为了让孩子掌握正确的
护牙方法，养成良好的护牙习惯，近
日，知阅绘本馆石楼馆的小朋友在
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石楼县京西
口腔医学中心，参观、体验、学习更
多的爱牙护牙知识。

活动开始，京西口腔医学中心
的牙医们为孩子们讲了“牙虫大搬
家”绘本故事，通过生动的绘本故事
给孩子们讲解龋齿是怎么形成的，
如何预防龋齿，怎么有效正确刷牙
等知识。小朋友们听得很认真，一

个个都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特别
积极。

接下来，牙医带着孩子们参观
了各个诊室，介绍了每台机器的功
能并分别给小朋友们检查牙齿，小
朋友们都很勇敢地配合，有秩序地
排队等待检查，通过亲身体验，孩子
们不再害怕拔牙，明白了不健康的
牙齿会给人们的身体带来痛苦。

“儿童牙齿治疗不难，但是孩子
配合度低，对于口腔治疗有一种畏惧
感，希望孩子们通过参观、体验，让他
们熟悉牙齿治疗，让他们积极配合。”
京西口腔医学中心的牙医说。

子夏是春秋时晋国人，孔子的学生，是孔门十哲之一，也是七十二贤之一，曾在文水一带讲学四十余年，深深地影响着文水人民
的思想。文水县丽彬文化园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子夏研究院所在地，2018年开办子夏学堂，不定期地举办国学讲座，四年来共举办各
类讲座56次，深受大家欢迎。图为子夏学堂正在举办国学讲座。 梁大智 张佩 摄

本报讯 9 月 17 日上午，由孝义市文
联举办的以“德风孝义，戏韵文华”为主题
的“吕梁人民艺术家”梁镇川先生文学艺
术研讨会在孝义市举行。

今年是梁镇川先生从事文学艺术创
作 60 年，也是他八十岁生日。梁镇川是
从孝义本土走红吕梁乃至山西的著名作
家和戏曲家，他从青年时期初登文坛，笔
耕不辍六十载，创作颇丰，在文学、戏剧及
影视编剧领域造诣颇深，编创的戏剧作品

《风流三部曲》(与人合作)《杏花酒翁》《深
宫怨》、电视剧《山溪之歌》《牡丹情》《阴差

阳错》《如此亲人》等多次荣获国家、省、市
级奖励及全国文学大奖。他出版著作有

《这方土地这方人》《红枣赋》《亦凡斋戏
稿》《鉴古察今录》《戏曲评话》《诗咏孝义》

《传统美食》等 10 余部极具人文情怀、家
国情怀的作品。

会上，应邀参加本次活动的孝义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晓琴，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苏文清，市政协副主席田曜对举办
此次研讨会表示祝贺，对梁镇川的文学艺
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梁镇川对
吕梁文化艺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孝

义的光荣。希望孝义热爱文学的同仁能
以梁镇川先生为榜样，不断创作出更多更
好作品。

在研讨会上，著名文化学者郭建荣
从一首七律说起，他从粱镇川创作的《山
溪之歌》《风流三部曲》说到《杏花酒翁》

《传统美食》再说到梁老主编《孝义风采》
18年，他说，孝义是著名作家马烽先生的
故里，这方热土上的人乐文好艺，文人辈
出，梁镇川先生即是优秀代表。他用美
好 的 诗 意 送 上 了 他 对 梁 镇 川 先 生 的 祝
福。剧作家霍锁昌先生则从唱词说开，
道出了剧本创作过程中的艰辛与乐趣。
作家马明高从文学的坚持与热爱说到，
很多人热爱文学总会因各种客观原因半
途而废，而梁镇川坚持了 60 年。作家赵
处亮也肯定了梁镇川先生始终给优秀作
品点评的可贵精神。而青年作家李怡萍
和文化学者史三宝、胡天将、石树滨则分
别对梁镇川先生创作的不同作品发表了
各自的见解，言辞真挚地表达了对梁先
生的敬仰与感恩之心。

梁镇川用幽默风趣的话语，轻松解读
和回忆了自己 60 年的文学创作艺术人
生。他这 60年文学创作艺术人生背后之
苦，只有他知道。他希望今后形成一个习
惯，不断举办类似的活动，不断对有作品、
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士进行总结研讨，以
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提高全市文
化品位，不断壮大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不
断提高文学艺术创作的质量，为建设孝义
文化强市、全国文明城市、百强县市，做出

“文化人”应有的贡献。
（李竹华 冯利花）

本报讯 近日，由国务院公布、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水葫芦制作技
艺）”揭匾仪式在文水县南庄镇吴村乐龙葫芦专业合作
社举行。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县委宣传部、
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揭匾，项目传承人作情况介绍，
来宾赠送诗集并参观了烙画葫芦工艺品。

吴村 1997 年开始种植葫芦，目前已扩大到 1000 余
亩。2009 年成立乐龙葫芦工艺基地后转为葫芦专业合
作社以来，累计培训葫芦种植能手 600余名，掌握烙画葫
芦制作技师 60 多名，年生产葫芦工艺品 10 万余件。主
要以针刻、烙画、彩绘、镂空、浮雕、推光漆等为工艺技
术，在葫芦上尽显民间喜爱的八仙、龙凤、八俊、五牛、山
水风光等吉祥艺术图案，产品有的刻上诗词书法，典雅
别致；有的雕成用品玩具，活灵活现；有的雕成仙女罗
汉，裙衫飘逸，神情逼真。作为一种旅游工艺产品，销往
北京、辽宁、天津、山东、甘肃等省市及港、澳、台地区，还
漂洋过海远销美国、新加坡等国家。2011 年，吴村烙画
葫芦制作技艺列入吕梁市级非遗项目，2017年入选山西
省级非遗名录，2021 年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冯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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