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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柳林县三交镇省级非遗鼓子秧歌传承培训活
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三交鼓子秧歌枕着黄河的涛声，带着泥土的芬芳，伴着枣花
的浓香，千百年来，回荡在古镇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之中。它以震
天的锣鼓声和独特的装饰闻名黄河之滨，素有“黄河擂鼓响秦
晋”的美誉。

近年来，三交镇党委政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实施文旅振兴
乡村的指示精神，提出“兴镇富民，文旅先行”的决策，不遗余力
地打造一支新颖且优秀的鼓子秧歌队伍，吸引八方游客。这支
队伍曾多次赴省市县参加重大文艺展演，深受各级领导和人民
群众的认可和喜爱。鼓子秧歌于 2018年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于 2023年入选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

三交鼓子秧歌起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的历史。鼓子秧歌以鼓子为主要演奏乐器，故名鼓子秧歌。鼓
子秧歌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表演时有一百多人参加，由
旗队、乐队、伞头、锣鼓队、舞蹈队五部分组成。形如长长威龙，
声似滚滚黄河，表演时边走边打边扭，锣鼓喧天，声震四方，威猛
潇洒，气势恢宏，展示了黄河汉子们雄浑坚毅的气概。

为了弘扬吕梁精神，传承这一文化遗产，使鼓子秧歌“走
出山西，走向首都”，三交镇举办红红火火的省级非遗鼓子秧
歌培训活动意义深远。秧歌队的队员们踩着欢快的鼓点，在
街头向乡亲们、游客们展示着鼓子秧歌的魅力。原本是路过
三交，想要看看黄河美景的刘先生没想到被鼓子秧歌的魅力
所吸引，他说：“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能够看到这样一场精彩
的秧歌表演。”

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乡土
记忆，三交镇政府坚持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融合的原则，深
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乡村文旅标杆项目，真正让乡村
旅游成为富民产业、幸福产业。 （李斌元）

本报讯（记者 刘少伟） 近日，由交城县西社镇党委政
府组织建设的“东社古镇历史文化展馆”落成开放，展馆以
红色文化、非遗研习、历史文化三个主题为重点，通过图文、
实物等形式，勾勒出东社村悠久的发展史，吸引许多群众前
来观看。

东社村背依卧龙山，面临文峪河，坐北朝南，群山环抱，
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丰富的水力资源，历
史上东社曾作为截岔地区、交城山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商业、教育、医疗、宗教中心，曾经是清代、民国时期的商
业重镇，还是红军东征主阵地和晋绥革命老区。

此次落成开放的“东社古镇历史文化展馆”占地 600平
方米，展出文物、资料 400余件。展馆共设三个展室，第一
展室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主题，展陈 1936年 3月红军东征来
到东社镇至 1948年 7月交城解放期间，发生在东社镇的红
色革命文化；第二展室以东社村非遗为主题，是省级非遗
——交城堆绫、县级非遗——烫画葫芦的研习基地；第三展
室以东社村村史主题，详细介绍了东社村丰富而悠久的历
史文化。同时设有影视厅，放映东社古镇红色革命文化及
历史文化宣传片。

“作为范家庄旧石器、武元城新石器文化遗址的组成部
分，我们村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东社古镇历史文
化展馆的落成，为全县增添了一处乡村文化展示场所，将成
为全县党员干部、学生群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
地。”东社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茂堂表示。

本报讯 （记者 李艳） 寒冬
将至，为进一步加强对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提升广大
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新
业态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大家
庭”，发挥自身优势力量参与基层
治理，为社区发展凝心聚力，11
月 28日，离石区昌宁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开展“社区送温暖，暖

‘新’更贴心”主题活动。
一大清早，昌宁社区的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们就开始忙碌起来
了，清洗锅盆，准备好水、红茶、牛
奶、白砂糖，放在一起慢慢熬煮，
不一会儿，精心制作的奶茶就出
锅了。同时，将蛋挞液倒入蛋挞
皮里面，放入烤箱，不一会儿，美
味的蛋挞也出炉了。随后，工作
人员分成四组，将一份份爱心传
递给辖区小巷内忙碌奔波的网约
车司机、快递小哥、出租车司机
等，同时还不忘叮嘱他们：“趁热
喝，小心烫，天气冷，做好保暖，注
意身体！”一句句贴心的话语，一
杯杯暖暖的热饮，温暖着每一位
新业态人。快递员冯大哥说：“以
前都是我为别人送货，今天喝到
了社区送来的奶茶，非常感谢社
区对我们的关怀，非常暖心，谢谢
你们！”此外，社区还为新就业群
体 送 上 了 护 膝 、手 套 等 御 寒 物
品。一句热情的问候，一杯温暖
的奶茶，一份暖“新”物资，让他们
在寒冷的冬日感受到了来自社区
的关怀。

此次活动是昌宁社区暖心系
列活动之一，旨在为新业态新就
业群体送去温暖，大力弘扬该群
体“走街串巷、日夜奔忙、不畏严
寒、不辞辛苦”的精神，营造理解
尊重、关心关爱外卖送餐员、快递
员等群体的良好氛围。在这个寒
风与暖阳并存的日子里，一杯杯
暖暖的奶茶，温暖了新业态人们
的心，收货的喜悦驱散了寒冬的
冷冽，传递了社区的温情。

下一步，昌宁社区将继续针
对新业态群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暖
心活动和精准务实的关爱服务，
引导该群体积极融入并参与到社
区基层治理中来，激活“新”生力
量。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在广袤的农村大地
上，农信社不仅是农村金融的血脉，更是诚信精神
的传播者与践行者。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施，石楼农信社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使命，将诚信文
化深深植根于服务“三农”的土壤之中，成为推动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诚信之光，照亮乡村金融路。在农信社的发
展历程中，诚信始终是其立足之本、发展之魂。面
对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形势，石楼农
信社坚持“以诚待人、以信立业”的经营理念，通过
优化信贷流程、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等措
施，让每一笔贷款都成为农民朋友增收致富的“及
时雨”。同时，积极推广“信用村”“信用户”建设，
将诚信评价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形成“人人讲诚
信、户户守信用”的良好风尚。

创新宣传，让诚信文化深入人心。为了让诚信
文化更加深入人心，石楼农信社不断创新宣传报道

方式，力求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
方面，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工具，发布一系列生动鲜
活的诚信故事和典型案例，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诚
信意识和守信动力。另一方面，组织开展“诚信大
讲堂”等主题活动，邀请各界代表分享诚信经验，面
对面交流心得，营造浓厚的诚信文化氛围。

深化实践，构建诚信金融生态。诚信文化的
建设不仅在于宣传，更在于实践。石楼农信社将
诚信文化贯穿于业务发展的全过程，建立健全信

用评价体系，对信用良好的农户给予更多优惠政
策和服务支持。同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
度，通过法律手段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守信者的合
法权益。

诚信，是农信社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推动乡村
振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在新时代的征程上，
石楼农信社将继续深耕诚信沃土，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更加创新的思维、更加务实的行动，将诚信
文化发扬光大，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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