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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离石团区委的组织下，来自离石区的95位青联委员欢聚一堂，沿着米五线旅游公路，
开启了一场深入乡村、探寻发展新貌的观摩之旅。 冯凯治 王子一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艳） 近日，柳林县妇联在薛村镇
薛村举办巾帼家政进社区培训会。各行政村妇联主席
以及全乡高素质女农民近 34人参加本次培训会。

此次培训内容为胸花编织技能，聘请吕梁市工艺美
术协会副秘书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编织
技艺县级代表传承人高翠翠老师进行授课。在培训课
上，妇女姐妹们详细了解编织的技巧、编织的细节、编织
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树立了巧手干起来的创造理念，激
发了妇女姐妹们人人学技能、带头先致富的创造活力。

妇女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具有针对性、趣味
性、实效性且易于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她们不仅掌握
了编织的基础技能，还能够独立完成一系列精致的手工
编织作品包、坐垫、心愿结等。既实用又好看的物件为
我们的生活能增添许多乐趣，更能增一份本领，添一份
收益。这次培训还提升了学员的创意与审美能力，激发
了她们的创造力，并培养了她们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与欣
赏能力。

下一步，柳林县妇联将充分发挥“联”字优势，持续
深化“乡村振兴 巾帼行动”，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合作，
为女性创业者提供更多资源与支持。同时，柳林县妇联
将加大对乡村与城市未就业女性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
后续扶持帮助她们提升生产技能与生活能力，激发女性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她们踊跃参与到乡村
振兴的实践中，贡献巾帼力量。

孝义农村人爱看戏，但为了看戏
特地抛出近百万建起一个戏台，这样
的事却少见。连日来，孝义市兑镇镇
后庄村方圆十里八村的戏迷们都扔下
电视机、放下手机，来到后庄村文化大
院看戏，原来是村里投资 95 万元新建
的戏台首次开唱。

笔者赶到后庄村时，天色已晚，但
是村庄的夜色却并不宁静，锣鼓声、叫
喊声从文化大院传来，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外大街两边停满了车辆。笔者
走到新建的戏台前，只见这里在大红
灯笼的映照下，热闹非凡，戏台前坐满
了观众。大家的脸上笑容洋溢，正聚
精会神地观看着吕梁市青年晋剧院演
员们的精彩表演。

“邻村的人都早早地赶过来看戏，
人家村搞得好，每年春节等重大节日
都要搭台请剧团来唱大戏。我是个戏
迷，每次都来看，今年新建了这气势恢
弘的大戏台，又请了上档次的戏班来
热闹，看戏的人比往年多了两倍。”杏
野村民田根福高兴地说。现场足不出
户过戏瘾的众多村民边看戏边窃窃私
语时不时竖起大拇指，感谢村“两委”
为村里修建大戏台。

“我们就爱看传统戏，他们演得好，
唱得也好，声情并茂，看了很过瘾，我们
很喜欢。”戏迷王永琴高兴地说。“这个

村的人了不得，不仅爱看戏，而且还非
常懂戏！”吕梁市青年晋剧院副院长张
强说：“《三义亭》演出时，每到精彩段
落，观众就掌声如雷。要知道我们到农
村巡回演出不下百次，但很少听到台下
鼓掌。可见后庄村村民的观赏水平相
当高，素质也很高，让我们的演员精神
为之一振，展开手脚亮绝活。”

台上演员唱得好，台下群众听得
如痴如醉。演出的剧目有群众爱看的

《下河东》《大脚皇后》《三关点帅》《宝
莲灯》等传统剧目，深受群众欢迎，演
员们精湛的技艺、细腻的表演，将戏曲
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

新 建 成 的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大 戏
台，是今年该村历时五个多月完工的
文化娱乐设施，一起竣工的还有村关
帝庙正殿修缮工程。去年，村“两议”
会商议决定，为解决完善该村文化娱
乐设施，复原村里市级文化遗产关帝
庙，村两委干部想村民所想，急村民所
急，积极筹集建设资金，采取上级支
持、村里自筹等方式筹措资金，首先上
马了戏台建设工程。“乡村要振兴，文
化要先行。村两委积极顺应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年年都要筹措资金持续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升广大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有了这

个大舞台，再不用临时搭建舞台了，临
时搭建不仅费时费力，还存在很多安
全隐患，今后各种文艺活动都会在这
里丰富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村支书刘
运强说。

刘运强还表示，近年来，为丰富和
活跃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村里对村文
化活动阵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完成了
村主街道柏油路铺设、经村而过道路
亮化、路灯、监控、水网改造等工程，下
一步准备在农田上增加投资力度，并
利用本村优势引进项目增加村集体经
济收益，有力地推动全村乡村振兴，村
民享受到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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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技艺县级代表传承人高翠翠向大家教授编织技巧

深秋时节，黑豆成熟，颗粒归仓。黑
豆，是农民的珍宝，豆腐、钱钱汤、小米汤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豆荚累累，从田间收回，需经打豆筛
豆两道工序。打豆声声，回荡在秋风中，
筛豆的节奏，则如细雨轻拂。簸箕轻扬，
黑豆如珠，跳跃而出，闪烁着丰收的喜
悦。打与筛，不仅是农活，更是童年的记
忆，是岁月的歌谣。每一粒黑豆，都承载
着农民的汗水与希望。

记者 木二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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