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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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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庄乡“好大一个庄”网络助农小分队基层青年干部在直播。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磨里镇基层青年干部在拍摄特优农产品宣传
片。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近日，省委网信办发布《关于表扬
山西省第二届“百佳新媒体账号”的通
报》，绛县基层干部新媒体矩阵成为 5
个受表扬传播矩阵之一，这也是全省
唯一入选的县级新媒体矩阵。绛县
10 个乡镇的基层干部，分别组成 10
支网络助农小分队，通过新媒体平台，
广泛宣传绛县“土特产”，推送看得见
的“好物”，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
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宣讲党的理论
政策，推送看得懂的“大道理”，提升百
姓的知晓率，打通了政策宣传的“最后
一公里”；用镜头记录乡村美景和文化
元素，吸引粉丝点赞观看，提升“山水
绛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去年 1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
业农村频道《乡村大舞台》栏目播发了
音乐情景剧《我的青春在田野》。该剧
以绛县基层干部网络助农的亲身经历
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年轻人借助新媒
体，用自己的一身“武艺”，为该县农产
品站台呐喊，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播的是“初心”，带的是“使命”

在绛县安峪镇新建的富硒产学研示范中心，
两位到村工作大学生正在手机屏幕前介绍当地的
特色水果，直播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和客商在询
问价格。

“以前都是我们找农户，现在是农户找我们拍
视频。”“大家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直播。”“没有办
法排班，只能休息时间做，全靠自觉，大家的积极
性非常高。”2023 年年初，安峪镇各村的青年干部、

到村工作大学生组成网络助农小分队“安峪十四
小只”，通过各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具有地域特
色的下柏樱桃、郇王山楂、仓丰草莓等产品，拓宽
特优农产品销售渠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近年来，随着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平台的
兴起，直播、短视频等影响和改变着群众的生活，
也使得身处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意识到，只有主
动 出 击 ，用 好 各 类 视 频 平 台 ，才 能 开 启 服 务“ 三
农”、服务基层群众的新路径。

绛县县委书记解芳表示，网络助农小分队是
助力乡村振兴的有益尝试，旨在培养和造就出一
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干部。这些基层
年轻干部发挥着熟悉网络的优势，在农村广阔的
田野上大有作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从 2022 年举办“樱你而美，桃醉其中——绛县
首届网络樱桃文化宣传活动”开始，全县 10 个乡镇
陆续成立了网络助农小分队，并分别在抖音、快
手、小红书、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注册了个性
化的短视频账号。有郝庄乡的“好大一个庄”、横
水镇的“古韵横水”、冷口乡的“冷口不冷”、卫庄镇
的“和美卫庄”、大交镇的“嗨！大交”、磨里镇的

“云端磨里”……这一支支由乡镇基层干部和到村
工作大学生组成的网络助农小分队，在村落间找
寻拍摄题材，发掘特色农产品，梳理产业发展脉
络，记录农民生产劳作过程，用最朴实的镜头语
言，展现最真实的乡村风土人情，书写着新时代乡
村振兴路上的美丽故事。

“我们包村的年轻人，都非常有责任心，针对
村里的特色产业，主动要求拍摄视频，进行土特产
宣传。”刚刚结束“清、拆、改、种、建”拍摄任务的郝
庄乡宣传干事王利琴表示，每次拍摄最少都有七
八个人参与，而且大家都是身兼多职。

一个完整的新媒体产品包含内容与形式。一
般情况下，在农产品成熟前两个礼拜，网络助农小
分队就开始谋划，大家集思广益商定内容与表现
形式。“形式要参考最近各个平台的热点，跟着热
点走，流量就会多很多。”王利琴说。

新媒体工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效果立竿
见影，能让青年干部产生自豪感。

去年，“好大一个庄”网络小分队在郝庄乡东
牛坞村帮助一位甜瓜种植户拍了一条视频，第二
天瓜农就回复，他接到一个大订单，有人要买 250
公斤的甜瓜，有近一万元的收入。农户喜悦的心
情，感染了网络小分队的每一个人，让队员感到自
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今年，这位瓜农告诉王利琴，经过网络小分队
的宣传，他的甜瓜销路一直非常好，于是他又扩建
了一个大棚，增加收益。

拉近距离，持续升温

特色农产品销售一直是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的难题。信息的闭塞，造成很多优质农产品“卖不
掉、价不高”。如今，活跃在绛县乡村的网络助农
小分队，一次次将镜头对准乡村的优势产业和特
色农产品，大力宣传推介，增加曝光度，让土特产

“出圈”、出彩。
去年端午假期，一条“蓝莓之约”中英文短视

频带“火”了大山里的百亩蓝莓园，让前来采摘的
游人翻了好几倍。这条短视频出自绛县冷口乡的

“冷口不冷”网络助农小分队。
“为了能让视频更真实、有趣、接地气，大家不

断学习优秀作品，在一次次忙碌中对农村有了更
深的感情。”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选调生张珂说。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助农小分队制作的“当胡
辣汤偶遇刀削面”“请老人喝羊汤”等 20 余条短视
频温情故事，弘扬了传统文化，传递了正能量，促
进了乡风文明建设。

今年，“冷口不冷”网络助农小分队计划开设
一个系列栏目，主要是挖掘周围的好人好事，给大
家树立学习的标杆。同时，与其他小分队联合共
创视频，介绍绛县的 10个国保单位。

“我们绛县网络助农小分队现在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以前主要是自己单干，现在是要相
互学习，相互合作。”张珂说，“通过联合共创视频，
把粉丝群体相互叠加，扩大影响力，实现 1+1＞2
的效果。”

为打造网络宣传阵地和提升宣传干部综合能
力，绛县县委拿出专项资金 150 万元，在全县 10 个
乡镇高标准打造电商培训中心、基层干部直播间、
户外帐篷露营直播地等场所。

绛县县委宣传部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新媒
体平台合作，为全县 10 个乡镇的基层干部、县融媒
体中心记者等 200 余人，开设《地方媒体“抖音号”
如何快速出圈》《地市级媒体的融合转型升级之
路》等网课；组织 10 个乡镇的基层干部和县融媒体
中心记者 18 人，参加山西农民报举办的为期 3 天
的“融媒体新闻人才”培训班；在山西传媒学院开
办宣传系统干部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不断提升
宣传干部的业务能力。

现在，绛县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愿意走出办
公室，走进每一座村庄、每一户人家，静下心来去
发现亮点和素材。

绛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薛云涛说：“我们
将充分用好基层年轻干部这一关键力量，持续加
强业务培训，通过开展每月一主题视频作品展播、
优秀视频‘流动红旗’评比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各
队伍视频拍摄的专业性和视频播放量，切实讲好
绛县故事、传播好绛县声音。同时，充分发挥网络
助农新媒体直播间的优势，把更多具有绛县特色
的农产品、文旅资源宣传出去、推广出去，为乡村
振兴赋能。”

我的青春在田野
——绛县打造基层干部新媒体矩阵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余 果

平陆平陆““大裂谷大裂谷””俯瞰图俯瞰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玉敏金玉敏 摄摄

言及大裂谷，许多人都会想到非洲东
部的东非大裂谷，那句“地球最美的伤疤”
让人们对其充满了向往。然而，在我市平
陆县，也隐藏着一条蔚为壮观的“大裂谷”，
那就是——平陆“大裂谷”。

走进平陆县部官镇西祁村，步行没多
久，一道深深的鸿沟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当地人更多是叫它划沟、周仓沟。这条“大
裂谷”长约 10 公里，最宽处约 60 米，最窄处
6 米，最深处高达 80 米，从高空俯瞰，令人
叹为观止。

平陆“大裂谷”是如何产生的，如何进
入大众视野的？当地又如何借助“大裂谷”
等特色资源进一步发展文旅经济？3 月 13
日，记者来到平陆县部官镇。

一条一条““划沟划沟””闯入人们视野闯入人们视野

从空中俯瞰，平陆“大裂谷”呈笔直状，
两侧是广袤无垠的田野，显得十分和谐。
站在“大裂谷”的边缘，风从耳边吹过，你仿
佛可以感受到地球的脉动和生命的呼吸。

平陆“大裂谷”位于平陆县部官镇，北
起阳朝村，途经东祁、西祁、部官、郑沟、计
都、坂头等村，南至平陆县城，呈倒八字形，
当地人称之为“划沟”。

面对这条又长又直的“大裂谷”，人们
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这
道深长且笔直的罕见沟壑？是地震还是大
水冲刷？是千万年前深水里的海沟，还是
传说中周仓划沟的遗迹，抑或是与邻村明
确界限有意开凿，使得这条“大裂谷”看起
来就像是一把利剑将整片大地一分为二，
同时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裂谷”两侧
的住户鸡犬相闻，却难相通。

在当地，最为流行的说法还是周仓划
沟。周仓，相传是部官镇西祁村人，关羽副
将，一生追随关羽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
功，听闻关羽败走麦城后，周仓也殉节而
亡，被追谥为“武烈侯”“忠义勇公”等。

“传说东汉末年由于宦官作乱，天下民
不聊生，老百姓缺吃少穿，没钱买盐。为了
百姓的生计，周仓便去河东贩食盐，结果被
盐霸发现。为了躲避盐霸的追查，周仓情
急之下用扁担在地上一划，刹那间起了一
道深沟，把盐霸的手下划到了深沟的另一
边。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将这条划沟称为

‘周仓沟’，至今这段传说还记录在《平陆县
志》上。”西祁村到村工作大学生任漪雯介
绍说。

实际上，该裂缝的形成原因尚无定论，
很有可能是千万年前地壳运动形成的断
裂。

平陆“大裂谷”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则
源于一则抖音短视频。“去年，有短视频博
主在抖音平台发布了一条关于平陆‘大裂
谷’的视频，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后来陆
陆续续就有很多拍摄视频的博主来到我们
这边，主要是拿无人机航拍。”西祁村党支
部书记王立刚说。

点开抖音上许多拍摄平陆“大裂谷”的
视频，网友们感兴趣的大多是这条“大裂
谷”的形成原因，因而大多数慕名而来的游
客也都会去“大裂谷”旁边的周仓文化园，
一边拜谒周仓，一边聆听关于平陆“大裂
谷”以及这位“忠义勇公”的传奇事迹。

依托依托““划沟划沟””推动文旅发展推动文旅发展

走进周仓文化园，古色古香的环境让
这里显得格外静谧，无论是园内的展板还
是庙里的壁画，都记载了周仓划沟的事迹，
让这里更添一分神秘的色彩。

周仓文化园位于平陆县西北处，占地
100 余亩，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为文
化核心区，建设周仓、关公等 3 座纯木质
结构大殿及两座耳房。第二板块为小吃
街，建有仿古房屋 72 间，为群众增收致
富提供平台。第三板块为西花园、忠勇广
场、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满足群
众精神文化需要，方便游客参观，提升旅
游品质。

“依托花海桃都、周仓故里的文化资源
优势，我们通过弘扬关公‘忠义仁勇’文化，
深挖周仓‘忠勇’精神，打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文化殿堂，加快一产、三产发展，推
动文旅、农旅融合，进一步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部官镇政府周仓文化园负责人张肖岩
说道。

周仓文化园建设以来，每年为西祁村

创造村集体经济收入近 50 万元，累计接待
游客 50 万人次。每年进入夏季，周仓文
化园都会吸引盐湖区、平陆县以及河南省
三门峡市等地的游客来此品美食、听高
调、赏铁花，周接待游客最高达 1 万人
次 。 2020 年 周 仓 文 化 园 成 功 晋 级 国 家
AAA 级旅游景区，助推全镇基础设施大
提升、人居环境大改善、产业大转型，实
现了运城市凤凰谷景区—周仓文化园—茅
津渡景区的串联发展，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推进了全县文旅产业的进一步
发展。

“依托平陆‘大裂谷’，借助网络短视
频的流量，我们计划在部官镇划沟区域内
打造彩虹旅游公路，建设人行观光栈道、
游客观光站台及游客风情驿站，全面实施
绿化美化亮化工程，建成集生态旅游、休
闲观光、户外拓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地
质森林公园，达到绿满山沟的效果。”张
肖岩这样介绍。

不仅如此，部官镇依托平陆“大裂
谷”和周仓文化园，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
发展规划：建设生态主题游园。依托划沟
与周仓文化园，建设 20000 平方米晋南古
建民宿民宅一条街以及黄河民俗民宿风情
小镇。对原有 8 座连片地坑院进行修复，
修缮黄河人家地坑院。建设 16000 平方米
无动力亲子乐园，涵盖秋千派对、斗拱滑
梯、儿童攀爬、萌宠乐园、轮滑天地、欢
乐水渠等项目，同时配套浇灌系统、喷泉
等；丰富农旅融合产品。联合居民建设一
批融入周仓文化元素的特色民宿以及桃花
主题餐厅，沿路建设特色桃果观光采摘
园，提高村民参与度，延伸旅游产业链，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桃果电商品牌。
依托周仓文化影响力，结合特色桃果产
业，以“讲好品牌故事、做好品牌包装、
搭好品牌展示窗口、延伸品牌产业链”为
发展路径，推出品牌冠名的多元桃果系列
产品，传递部官桃果品牌的核心价值理
念，不断提升品牌传播度，形成市场化的
品牌独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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