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责任编辑 付 炎 美编 李 鹏 校对 祁克宁
2021年 3月25日 星期四

E-mail：ycrbxsxw@126.com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我市
建设知名旅游强市的起步之年。那么，
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运城文化旅
游 产 业 要 干 哪 些 大 事 、要 事 呢 ？在
2021 年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上，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余敏对各项工作
作了全面部署，提出要紧紧围绕打造

“知名旅游强市”这一目标，全面叫响
“游山西运城，读华夏历史”文化旅游
品牌，为“十四五”全市文化旅游事业
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聚焦文化创造，推动文
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
强。今年，围绕建党 100 周年和文旅部

“百年百部”精品创作要求，我市将实
施文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创作《黄水
谣》《翟家庄》等红色题材剧目，改编

《江姐》《党的女儿》等革命历史剧目，
复排《一颗红心》《唢呐泪》等传统精品
剧目，提升打造《忠义千秋》《党旗飘
飘》等优秀剧目，力争在 9 月让《忠义
千秋》亮相国家大剧院；办好第三届山
西省艺术节运城分会场活动，推荐一
批优秀剧目参加第 17 届“杏花奖”评
选活动；组织举办第五届文化“菊花
奖”戏剧大赛，发现和挖掘一批优秀作
品和优秀中青年演艺人才；打造群文
精品，重点扶持盐湖的《幸福船》、永济
的《黄河人》等优秀群文节目参加省十
一届“群星奖”评选。此外，我市还将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在盐湖区建设 5 个
以上“河东书房”示范点，向市民提供
图书阅览、通借通还、亲子阅读、读书
沙龙等综合性服务；弘扬红色革命文
化，重点打造夏县堆云洞、闻喜县陈家
庄村、绛县回马岭党性教育基地等红
色旅游基地；加大非遗保护传承，组织
举办“黄河岸边讲非遗，人人都做传承
人”视频大赛和“山西运城·非遗亮宝”
系列活动。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整合山
西省蒲剧艺术院和市文化艺术学校，
形成教学、创作、演出一体化格局；尽
快确定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建设地址，
力争在第三季度开工建设；加快李家

大院、永乐宫等景区市场化改革步伐。

聚焦品牌塑造，着力提
升运城文旅形象

打造“游山西运城，读华夏历史”
旅游形象品牌，推出“走进河东”历史
研学之旅、“文脉千年”唐诗之路研学
之旅、“曲韵芳华”戏剧研学之旅等一
批研学旅游产品，打造圣天湖、司马光
祠等 50 个研学实践基地；围绕“关公、
盐湖、黄河”三大特色品牌，重点打造
关公文化旅游区、盐湖康养度假区、黄
河一号旅游公路国家精品旅游示范
带，加快建设关公文化产业园、池神庙
提升、茅津渡、风陵渡等项目，完善房
车营地、露营驿站等基础设施。打造

“赏花海、游田园、看民俗、住农家院、
品农家饭、享农家乐”特色乡村旅游品
牌。对现有的 3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进
行样板式打造，提升平陆东坪头村、河
津龙门村等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打
造盐湖向阳小院、万荣闫景九号院、垣
曲马家园等“黄河人家”品牌和盐湖区
西张耿村、范家窑村，垣曲望仙村等一
批乡村民宿品牌。打造群众文化活动
品牌，重点打造“我有拿手戏”优秀群
文节目大展赛、运城市首届军鼓大赛、
第三届农民画大赛等六大群文赛事品
牌，积极承办山西省锣鼓邀请赛、鼓乐

“群星奖”节目全省巡演等 10 项省级
群文活动，组织开展百场演出歌颂党、
百幅摄影展辉煌、百首革命歌曲献给
党、百名戏迷唱幸福、百场朗诵说伟业
等“十个一百”群众文化活动。

聚焦市场主体，推动文
旅产业做大做强

今年，我市将坚持以项目建设为
抓手，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探索“文
旅+”融合路径，创造更多新产品、新业
态和新消费市场。在景区建设方面，推
进关帝庙进入 5A 级景区建设预备名
单，指导五老峰、舜帝陵、鹳雀楼开展
前期准备工作，年内创建 3 个以上 4A
级景区和 5 个以上 3A 级景区，省级旅
游度假区实现零的突破。在产业项目

方面，重点抓好南山运动公园、万荣汾
河入黄口生态修复等 29 个项目，利用
名人故居、乡村大院、古建民居等推进

“一名人一馆、一典故一馆”建设，年内
建成 28 个。在“文旅+”方面，鼓励利用
废弃铁路、旧厂房等工业遗产，建设工
业文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街区）和
创新创业基地。加快发展生态观光、康
养度假等产业，打造历山等国家级森
林康养基地，推动演艺、娱乐等业态线
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垣曲历山、芮城
圣天湖、万荣李家大院等景区建设直
升机起降点，支持芮城圣天湖等建设
体育旅游目的地。在壮大市场主体方
面，探索组建大型文旅集团，引进专业
性旅游企业落户运城，支持打造盐湖
岚山根、永济尧王台等高端民宿酒店。
推动建设关公文化产业园、澄泥砚文
化产业园等文化产业集聚区，讲好澄
泥砚“珍宝故事”。继续办好文创大赛，
推动“运城礼物”旗舰店在重点景区和
旅游集散中心、高铁站、飞机场布局建
设。在促进文旅消费方面，推出消费惠
民措施，打响“好吃运城”美食品牌，打
造凤凰古街等名吃一条街；支持打造
大型行浸式夜游体验剧《梦境·西厢
记》，支持岚山根、神潭大峡谷等景区
打造富有文化特色的旅游休闲街区。

聚焦宣传营销，持续扩
大运城文旅影响

实施精准营销，在重点客源城市、
高铁沿线及通航城市开展宣传营销活
动；在 3 月和 9 月分别举办春夏游和秋
冬游两场大型宣传推介活动；推出黄
河旅游年卡，与沿黄城市重点旅游景
区实现资源共享，游客互送；做好关公
信众市场的宣传营销，吸引全球各地
的关公朝拜团、观光团、研学团等来运
交流；在做好“西安旅游+”的基础上，
开发“太原旅游+”“郑州旅游+”等周
边旅游市场。创新营销方式，深化与国
内知名旅游企业的交流合作，建立旅
游网络营销平台；发动讲解员和导游
开设旅游直播间，拍摄抖音、微视频，
培育旅游网红直播达人，持续提高运
城旅游在线上线下的曝光率。办好池

盐文化节、关公文化旅游节和舜帝德
孝文化节三大节庆活动以及“山河春
意，花开运城”百花节、全市旅发大会、
全域旅游创建大会等重大活动；办好
五老峰登山节、永乐宫书画艺术节、普
救寺爱情文化节等活动。

聚焦服务质量，全面优
化文旅市场环境

我市将 2021 年确定为“旅游服务
质量提升年”，实施公共设施完善行
动、景区标准化建设行动、文明服务提
升行动和市场秩序整治行动，实现全
市主要景区旅游直通车全覆盖、常态
化，推进景区智慧化和数字化建设；在
全市所有 A 级景区全面推行标准化建
设，高标准建设 11 座 3A 级省级示范
旅游厕所；在 3 月和 11 月组织开展全
市导游员、讲解员和骨干导游培训活
动，全面提升文旅行业从业人员专业
化服务能力；开展文旅市场“春和”“夏
安”“秋风”“冬净”四大专项整治行动。

聚焦文物保护，推进文
化遗产活化利用

加强文保基础工作，持续推进“关
圣文化史迹”和“关公信俗”双申遗工
作，打造“国宝级”文物单位活化利用
试点，抓好盐湖、永济、芮城 3 个专题
性省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
的创建。动员社会力量，持续推进“文
明守望工程”对濒危古建筑实施抢救
性保护。推动考古前置改革，将基本建
设中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前置；
成立运城市考古研究所，积极筹备“西
阴论坛”，充分论证运城在华夏文明起
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抓好文物安全工
作，实施“文物平安工程”。加快文博事
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
鼓励创建非国有博物馆。

会议最后号召，发挥“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的“三牛精神”，咬定目
标，铆足干劲，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努
力建设知名旅游强市，奋力谱写新时
代运城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今年，运城文化旅游业这样干！
本报记者 王 斌

本报讯（记者 王 斌）3 月 20 日
至 21 日，“我与运城有个‘约会’——
非遗亮宝”非遗项目走进商业区系列
活动之“巧夺天工”非遗传统技艺类项
目展示，在市区华曦广场精彩举办。
琳琅满目、充满浓郁文化味道的各类
非遗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品赏。
而主办方精心设置的互动项目，更是
让市民零距离亲身感受到传统技艺的
魅力。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加快文
旅融合、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转型发
展的决策部署，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
组织了非遗项目走进商业区系列活
动。此前的 2020 年 12 月中旬，系列活
动之“踏鼓寻音”非遗表演类项目展
演，在市区万达广场成功举行。该局
期望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非遗展
示，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我市深厚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撂红叫响“游山西
运城，读华夏历史”的文化品牌。

本次展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涉及稷山螺钿漆器髹饰技艺、万
荣面塑、土布制作技艺、永乐桃木雕
刻 等 20 余 个 种 类 。 每 一 个 展 台 ，都
是一方精彩的小天地。记者在现场
看到，两个年轻的小伙子，饶有兴致
地各自戴上一顶戏剧官帽。戏剧鞋

帽制作技艺传承人卫永爱说，戏剧鞋
帽 目 前 有 100 多 种 ，她 做 了 40 多 年
了。“你看，这是吕布戴的紫金冠，这
是 关 公 的 专 用 帽 ，还 有 金 婚 用 的 凤
冠……”在卫永爱的指引下，记者眼
前 的 各 种 帽 靴 变 得 更 加 光 彩 夺 目 。

同时被吸引的还有盐湖区北街小学
六年级学生张枭然。她说，第一次见
到 这 样 的 帽 子 ，感 觉 它 很 有 中 国 特
色，制作它的人能够把它做得这么细
致，真的太厉害了。如果有机会，她
还想进一步去了解。

市文旅局非遗中心负责人李筠霞
说，为了更好地传播非遗文化，本次活
动特别设置了几个互动项目，让市民
亲自去体验、感受，体验项目包括木制
模型制作技艺、芮城布扎、剪纸、捏面
人等。

活动现场，宋女士坐在织布机前，
学习如何手脚并用穿梭子。一番体验
之后她感慨地说：“真的太难了。这千
丝万缕的彩线织成的土布，确实挺珍
贵。这些传统技艺是咱的文化财富，
应该把它传承下去。”薛女士带着 5 岁
的女儿跟着剪纸大师剪了一只猴子。

“能够在商场里看到这么多有文化的
东西，特别开心。”薛女士说。

带队前来的稷山县非遗保护中心
主任薛艺平认为，在商业中心进行展
示，能够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非遗产品
的魅力，这种活动形式很接地气。另
外，现在的非遗产品不仅注重观赏性
和收藏性，而且更加注重实用价值了，
一些新设计的小物件非常受欢迎。芮
城布扎第六代传承人任淑娥这次就带
来了新设计的钥匙链、耳环、手链等产
品，她想让传统的手工艺品真正走进
百姓生活当中。

当天的活动中，高台花鼓、唢呐独
奏等热场表演营造了更多欢乐气氛。

我市举办“巧夺天工”非遗传统技艺类项目展示活动

3 月 20 日，备受瞩目的“永济·鹳
雀楼 2021 春天音乐会”成功举办。这
是永济市文旅部门创新思路的一大举
措，也是其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打
造沉浸式旅游体验新模式的一次有益
尝试。

音乐会现场美轮美奂，气氛热烈。
气势磅礴的鹳雀楼，在月色与灯光的
交相辉映下，迸发出独特的美感。闪烁
的荧光棒，在寂静的夜空下，打造出一
片璀璨星海。

诸多知名乐队依次闪亮登场。寻
鹿乐团、心晴乐队、王晶与他的乐队、
CC.BAND……每一支乐队的每一次

亮相，都会引爆台下观众的兴奋点。他
们随声唱和，挥舞双臂，在动感的氛围
中尽情释放激情。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禁
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如何让景点“活起来”？在永济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山西鹳雀楼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一班人创新思路，精心
策划了这场“春天的音乐会”。

在主创者看来，随着音乐与文化
领域的消费升级，青年群体的生活方
式愈发多元，以音乐为核心的文旅跨
界体验也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欢

迎。对于乐迷们来说，看演出不再是唯
一的目的，音乐会举办地点能否拍出

“称霸朋友圈”的打卡照也尤为重要。
而对于旅行者来说，目的地也不再只
是景点，而是期望在旅行过程中探索
出更多有趣的玩法与可能性，在脑海
中印刻与同行好友更多的美好回忆。
基于这样的认识，“永济·鹳雀楼 2021
春天音乐会”应运而生。

事实上，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分
支之一，举办音乐会对于推动一座城
市文旅产业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它
既能扩展游客的文化视野，让其品味
更有内涵的文化趣味，又能促使城市

进行时尚化转型。所以，音乐会通常也
被认为是城市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
消费能力的综合风向标。

业内人士认为，本次音乐会的成
功举办，将为拉动永济市相关产业的
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契机。它不仅可
以满足人们享受音乐的需要，还能形
成餐饮、艺术、娱乐、文创等多重业态。
比如，本次音乐会现场设置了市集摊
位，售卖永济特产、精美文创产品。这
使得音乐会不再是单一的活动，而是
渐渐融入休闲旅游领域，让人们体验
音乐、接触文化、感受自然，与志同道
合的伙伴在音乐会里分享、狂欢。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音乐会的
成功举办，是对永济旅游品牌形象的
一次全面宣传，是永济文旅部门一次
成功大胆的尝试。永济市文旅部门将
进一步提升该市景区的吸引力和竞争
力，灵活融合当地文化资源，打造新的
旅游爆点，让游客更加直观地感受历
史文化的魅力。

打 造 沉 浸 式 旅 游 体 验 新 模 式
——“永济·鹳雀楼2021春天音乐会”侧记

本报记者 王 斌 通讯员 王 敏 陈春明

随着气温逐渐回暖，新绛县
春耕备耕工作拉开序幕。

李家虎是新绛县北张镇一家
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为了让今
年的耕种更方便快捷，近日，他来
到位于龙兴镇店头村的银剑农机
有限公司，选购了一台旋耕机。

“银剑农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旋耕机是针对晋南一带的土壤研
制出来的新型农机，工作效率相
对较高，每天可旋耕 130 亩地，节
省了时间和人力。”李家虎说，他
打算在这里再选购一些新型农
机，更好地服务春耕生产。

李家虎所说的银剑农机有限
公司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家农机
公司。经理吕振中从小爱动脑、
勤钻研，2005 年开始研究农用机
械。他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制
造的多款农用机械受到农民朋友

的欢迎。2015 年，他成立了新绛
县银剑农机有限公司，大批量生
产各类农业机械。目前，该公司
生产的旋耕机、深松机、深松联合
整地作业机、防缠绕玉米免耕施
肥精播机、玉米精量施肥播种机、
小麦宽幅种肥同播一体机、药材
播种机畅销市场，甚至有的技术
和产品还获得了国家专利。

今年春耕备耕开始后，吕振
中经常是忙得不可开交。忙着接
待选购农机的农户，忙着接听邻
近各县（市、区）经销商的订货电
话，几乎是他每天的常态。“国家
对农业生产越来越重视，也推动
农用机械发展之路越走越宽。今
年，我们力争生产 1000 台农业机
械，为农业生产贡献一个民营农
机企业的微薄之力。”吕振中信心
满满地说。

农 机 助 力 春 耕 生 产
卫世新

本报讯 近日，稷山县村之梦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先生将一面写
有“导办帮办服务好，心系三农情意
长”字样的锦旗赠送给该县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以此感谢该局登记注册
股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助办理注册登
记业务。

今年，稷山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局以打造一流服务为宗旨，紧紧围绕
2021 年市场主体增长 15%的目标，全
方位、多方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
市场主体增量，市场主体培育稳中有
进。截至 3 月中旬，该县共培育市场
主体 455户，同比增长 16.9%。

该局一是突出政策引领，扶持市
场主体发展。严格落实《山西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及支持市场主体发展
的相关措施，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审批
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扶持市场主体健
康发展。二是改进服务质量，贴心导
办帮办。全面推行政务服务“保姆式”
帮办代办，在综合窗口配备专职帮办
代办人员，明确帮办代办职责，提供精

准服务；设立自助服务区，安排专人全
程导办帮办；针对重点项目、招商引资
项目开通绿色通道，由专人负责，特事
特办。三是提升服务效能，全程电子
化登记。依托“互联网+政务服务”推
行全程电子化登记，积极宣传推广营
业执照全程电子化注册、变更和注销；
完善全程电子化操作指南，设立帮办
代办服务台，使企业办理相关登记事
项更舒心顺畅。四是加强政银合作，
稳住市场预期。加强与银行合作，推
广全程电子化登记“政银合作”，实现
银行网点代办、帮办服务。五是压缩
开办时间，激发市场活力。推行“容缺
受理”及全类型、全业务、全流程的网
上登记服务，完善“一次性告知书”“办
事指南”，压缩市场主体登记时间。

下一步，该局将以加快推动企业
开办智能化、企业注销便利化为抓手，
全面推进“证照分离”全覆盖改革，简
化企业开办程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倾力提升企业开办速度和服务温度，
推动营商环境再升级。 （王晋芳）

一季度培育市场主体455户——

稷山县多点发力培育市场主体

市民在体验非遗产品市民在体验非遗产品

盐 湖 区 委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提
出，在中部涑水河城郊农业示范
带上打造万亩葡萄基地。龙居镇
永胜水果种植合作社正处于这条
示范带上。为了给今年的葡萄丰
产打好基础，合作社正抓紧眼下
的黄金时段，做好葡萄的春季管
理。

永 胜 水 果 种 植 合 作 社 主 要
经营葡萄种植和销售，田永胜是
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
组织人员为冷棚里种植的葡萄
树体喷施石硫合剂、矿物油等清
园药剂，以有效杀灭越冬虫卵和
病菌。

“咱们现在主要是做清园工
作。工人从今天开始打清园药，
这个时间段是最佳时间段。”田永
胜向笔者介绍。

笔者在基地现场还了解到，
在给冷棚葡萄做清园工作的同
时，大田葡萄的上架工作也在紧
张进行。工人们要在树液开始流
动至芽眼膨大以前，将枝蔓整理
上架，以及时唤醒“冬眠”的葡萄
藤。

“露天种植的葡萄，现阶段就

是出土、清园、上架，我们园区现
阶段在清园、上架，少了一个出土
环节。因为我们用的是毛毡，这
个前期投入虽然高一点，但是可
以用很多年。像以往，老百姓都
采用埋土方式让葡萄越冬，但刨
土 特 别 费 工 ，我 这 个 就 非 常 省
工。”田永胜说。

田永胜的葡萄种植基地有冷
棚、露天、暖棚 3 种种植模式。与
冷棚、露天葡萄田不一样的是，暖
棚里已经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田永胜说，暖棚的主要作用是为
基地的 200 多户社员提供纯种的
葡萄苗木。为了充分利用空间，
又试种了阳光玫瑰，如果种植效
果不错，就可以在社员中推广。

目前，永胜水果种植合作社
种植有阳光玫瑰、冰美人、甜蜜蓝
宝石、中国玫瑰红等多个葡萄品
种，带动周边农户种植葡萄面积
超过 1000 亩。今年合作社又新
流转了 50 亩土地。田永胜表示，
在扩大种植面积的同时，在生产
方面要科学管理，和全国知名专
家多交流、多学习，在葡萄品质提
升方面做好文章。

葡 萄 基 地 春 管 忙
李丹凤 吕希元 曲梓菲

3 月 22 日，盐湖区龙居镇党
委书记卫开河和镇长郭庆庆在田
间地头察看梨花长势情况。

3 月 21 日 16 时 52 分，盐湖区
发布霜冻黄色预警。面对寒潮天
气，盐湖区龙居镇第一时间向全
镇发出紧急通知，密切关注 110
余处低凹地预警小喇叭动态。同
时，在全镇广泛宣传防御措施，动
员群众抢抓时机做好防寒抗冻准

备工作。
“红香酥梨是龙居镇主导产

业，防霜抗冻责任重大，容不得半
点疏忽。”卫开河在镇村干部会上
强调。3 月 22 日一早，该镇派出
55 名干部赴各村指导防寒抗冻
工作；农科站技术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指导农业企业、农场、种养
大户和农民做好防寒减灾各项技
术措施。 王 培 高 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