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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沛林）
近日，中志协应急委临县碛口
服务队授旗成立仪式在碛口
镇隆重举行。

据悉，临县碛口服务队是
当地首支专业化应急救援志愿
服务队伍，现有 7 名骨干志愿
者，后续将通过招募进一步扩
充力量。队伍将在中志协山西
服务队及吕梁服务队的指导
下，承担临县碛口镇及周边区
域的应急救援任务，并配合地
方政府及应急管理部门开展防

灾减灾、抢险救灾等工作，形成
“平战结合”的服务机制。

此次碛口服务队的成立，
不仅是中志协应急委深化基层
应急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举
措，也为临县社会治理现代化
注入新动能。未来，该队伍将
秉持“互帮互助、助人自助、无
私奉献、不求回报”的宗旨，通
过专业化培训和实战演练提升
救援能力，为守护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推动区域应急救援事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 近日，孝义市皮影木
偶艺术博物馆内气氛热烈，山西省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碗碗腔、皮影戏
传 承 基 地 合 作 单 位 在 此 正 式 挂
牌。山西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刘维
东与孝义市政协副主席王风雷共
同揭牌，现场掌声雷动，标志着非

遗传承事业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重大，它

宛如民族文化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独特的
文化基因，生动展现了文化的多元
性，是传承民族精神的关键纽带。
孝义的碗碗腔与皮影戏，作为极具
地方特色的非遗瑰宝，其传承保护
工作刻不容缓。

2024年，山西大学成功申报碗
碗腔、皮影戏传承基地，该基地在
全省高校 27 个山西省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基地中脱颖而出。近年来，
孝义市积极作为，创新性地探索非
遗传承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
模式，通过开展非遗“三进”活动，
组织多场精彩的皮影木偶戏演出，
极大地推动了非遗文化在大众间
的传播。孝义市皮影木偶艺术博
物馆，更是凭借其丰富的收藏、专
业的展示与深入的研究，保存了大

量珍贵的皮影木偶艺术珍品，已然
成为孝义对外文化交流的闪亮名
片。

挂牌仪式结束后，双方人员一
同参观了博物馆，深入了解馆内丰
富的藏品和悠久的历史。随后，队
伍前往太原，走进山西大学。在这
里，非遗传承人们为师生们带来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皮影木偶戏表演，
活灵活现的皮影、生动有趣的表
演，让学生们沉浸其中，近距离领
略到非遗的独特魅力。未来，孝义
市皮影木偶艺术博物馆与山西大
学将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艺术
创作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为孝义皮影木偶艺术及碗
碗腔皮影戏的传承与发展搭建更
为广阔的平台，注入源源不断的新
活力，助力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绽放
耀眼光芒，持续滋养民族精神的肥
沃土壤。 （李竹华）

“吕梁民歌犹如一颗颗散落的珠
玉，拂去尘土落入玉盘，承载的是一代
代民歌人孜孜不倦的信念，怀揣的是他
们执着民歌传承的梦想。”这是吕梁民
歌学会全体会员为之奋斗的梦想。

“吕梁民歌是吕梁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吕梁文化自信的
重要载体。就艺术本身而言，吕梁民歌
作为典型的传统音乐,它保留了吕梁方
言土语，记录吕梁人的生活方式，以原生
态的方式呈现，繁荣了文化生态，体现了
艺术张力。”明媚的春日里，在面对记者
采访时，吕梁民歌学会会员们这样介绍。

吕梁市民歌学会于 2014 年 8 月成
立，由中国非遗保护协会专家、省民歌
协会副会长、省级非遗吕梁民歌传承人
刘桂连担任会长。学会成立以来，倾力
倾 情 推 动 吕 梁 民 歌 事 业 向 前 向 好 发
展。以挖掘整理地域民歌为要务，走村
入户寻访采访民歌艺人 1000 余人次、
挖掘整理民歌 200 余首，出版《吕梁歌
谣》民歌专著；以培养带动民歌队伍为
重点，发展团体会员单位 5 个、个人会
员 318 人；以宣介传唱吕梁民歌为依

托，组织主办黄河古镇丛罗峪民俗文化
节、首届吕梁民歌大赛、吕梁民歌春晚
专场、赴四川慰问“吕梁南下老英雄老
干部”、黄河流域古文化万人大会、吕梁
农产品直播。学会演唱团队参加北京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全国清明节民歌
展、北方民歌展、北京“世博会”，深圳

“世博会”、北京“国际设计周”、央视“神
州大舞台”等大型活动，在厦门第十届
世界合唱节比赛中获金奖。

每当天气晴暖的早晨，市区莲花池
公园内，民歌学会的会员们带领民歌爱
好者激情排练。她们把传统的民歌调
稍做创新改造，演唱红色吕梁和现代化
发展的新内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为了让吕梁民歌这一群众性的精
神财富能够更好地服务群众，2009 年，
由学会会长刘桂连担任制片人的《风韵
吕梁》系列节目在吕梁广播电视台开
播。作为吕梁首档讲述本土民俗文化
的电视栏目，为吕梁民歌的发展提供了
更为广阔的平台。每逢假日，刘桂连就
和丈夫一起，开车进乡村采风。她自己
带着一个笔记本、一支录音笔、一部手

机，走遍了乡野田间，与农民聊天、探
究，在群众间收集、挖掘。她用这些简
单的装备，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民歌素
材。

2012 年 12 月，刘桂连应邀参加第
七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并进行了专场演出，第一次把吕梁
民歌带上国际舞台。各大媒体争相报
道，自此，刘桂连有了“吕梁山上的百灵
鸟”的称号。今年 2月，在我市 2025“古
风新韵·艺曲同春”艺术沙龙中，刘桂连
又与钢琴演奏者合作一首原创歌曲《西
首秧歌调》，开创出钢琴+民歌新范式，
让传统民歌焕发时尚魅力。

“吕梁民歌突出的特征是民间性，
它的根在民间。吕梁境内的吕梁人吕
梁事为民歌题材素材，本身就是鲜活生
动的民间文学，体现了老百姓的顽强心
声和浪漫情怀，人人都是作词人，人人
都是民歌手，不论文士白丁，不论男女
老少，都是民歌的主人。”吕梁民歌的这
种特色，将激励着吕梁民歌学会一批又
一批的成员在发展民歌的道路上坚持
不懈，奋发向前。

4月 11日至13日，罕见的大风天气给我市带来
了严峻的防风减灾挑战。全市各部门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筑起了一道坚
固的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理念，守护了群众的安宁。

图为国网交城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线路
进行安全排查。 记者 刘少伟 摄

本报讯 4 月 11 日，文水
县子夏国画院举行成立大会，
国家、省、市级美协会员近 40
人出席。

大会通过子夏国画院《章
程》，选举产生了组织机构，推
选 中 国 美 协 会 员 、一 级 美 术
师、山西省美协人物艺委会会
长李庆富为院长，第一届有省
城院士 8 名、文水院士 16 名。
县文旅局、县文联、省市美协
领 导 向 国 画 院 顾 问 、名 誉 院

长、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副
秘书长颁发了聘书，与会美术
家参观并点评了展出的国画
作品。

子夏国画院成立旨在传
承孔子高徒子夏退隐于文水
设教西河之高雅遗风，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团结画家群体，
培 育 艺 术 人 才 、繁 荣 美 术 创
作，推动文水县国画艺术的创
新与发展，提升国画艺术研究
水平与实践能力。 （冯增清）

歌谣千里春长暖
——记吕梁民歌学会的奋进足迹

□ 本报记者 梁瑜

传承优秀文化
推动艺术发展

文水县子夏国画院成立

中志协应急委
临县碛口服务队成立

感受非遗独特魅力
馆校携手共筑孝义碗碗腔、皮影戏传承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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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的皮影木偶活灵活现的皮影木偶
戏戏，，让学生们沉浸其中让学生们沉浸其中

与会人员参观展出的国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