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星星 通讯员 吴洲华）
近日，稷山县乡村 e 镇携手本地多位主播，联
袂打造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直播带货盛宴——

“e 镇精选·双十二稷献”。此次活动不仅提升
了稷山农特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
更为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注入了强劲新动力与
勃勃生机。

活动中，首场直播由稷山县乡村 e 镇联合
蔡村乡到村工作大学生开启。这些年轻的面
孔，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电商直播的热情，
用他们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讲解，将稷山的特
色农产品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活动现场氛围

热烈，观众们与主播频繁互动，购买热情十分
高涨，为后续的直播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稷山本地知名网红稷山阿倩接过
直播的接力棒。凭借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影
响力和粉丝基础，稷山阿倩的直播迅速吸引了
大量观众关注。她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和专业的
带货技巧，将稷山的农产品推向了新的销售高
峰。观众们纷纷下单，不仅是对产品的认可，
更是对稷山阿倩的信任和支持。

为了拓宽直播的受众群体，本次活动还横
向联动了本地人气主播马晓丽。马晓丽不仅拥
有高超的才艺表演能力，更在直播带货方面有

着丰富的经验。她将才艺展示与直播带货相结
合，走出了一条新型带货路线。在直播中，她
一边展示着自己的才艺，一边向观众介绍稷山
的“四宝”，这种独特的直播方式，不仅让观
众在享受娱乐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稷山农
产品的购买欲望。

历时两天，稷山县乡村 e 镇的活动取得了
圆满成功。各主播的精彩表现，不仅为稷山的
农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也极大地提升了
稷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据统计，此次活动的
销售额较往年再创新高，为稷山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的动力。

稷山县乡村e镇

开展“双十二”主题专场直播
提升稷山农特产品品牌知名度

为深入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市商务局
牵头组建的消费品市场专项工作组，立足新发展
阶段，着力培育潜在新兴市场，扩大消费品线下
市场份额，拓宽线上市场渠道，进一步建设特色
鲜明、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覆盖广泛、充满活力
的消费品市场体系，积极推动我市高标准市场体
系建设。

消费品市场专项工作组立足县域资源禀赋，
结合本地产业特色，打造乡村 e 镇“四个中心”，
不断完善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县域产
业与电商融合发展，拓宽了农副产品网络销售渠
道，为我市推进市场主体倍增、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了重要平台。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我市乡村 e 镇培
育工作提要求、谋思路，多次赴有关县 （市、
区） 现场调研指导。各县 （市、区） 党委、政
府把乡村 e 镇培育建设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均
成立了以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各协同部门为
成员的乡村 e 镇工作领导小组和项目推进工作
专班，制订了符合本县域特点的 《实施方案》
和发展规划，确定了符合实际、优势叠加的县
域发展思路和具体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
强力推进项目实施。

为高质量完成全市乡村 e 镇培育工作，市商
务局建立工作推进台账、每月召开全市工作推进
会，不定期赴实地调研督导，随时掌握项目推进
进度，积极沟通协调，解决工作中的“拦路虎”和

“绊脚石”，确保项目培育工作如期完成。
组织乡村 e 镇企业参加各类展览会博览会，

展现我市乡村 e 镇特色产品，扩大区域公用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今年 2 月，举办全市乡村 e 镇
成果展示活动，全面展示宣传了我市乡村 e 镇名
优特产；8 月份，组织乡村 e 镇参加 2024 全国农

商互联大会，现场展示销售各县（市、区）区域公
用品牌和主导产业农特产品，扩大我市乡村 e 镇
知名度和影响力。

各县（市、区）政府作为乡村 e 镇的实施主
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结合本地资源要素、禀
赋条件、特色产业等，优化政策、提升服务、营造
环境，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 e 镇建设，充
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
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
活的新型电商发展空间，推动人才、技术、物流、
创新等要素科学聚集发展。

临 猗 县 乡 村 e 镇 发 挥 产 业 基 础 、 服 务 体
系、市场主体三大优势，突出高站位谋划、高
起点布局、高标准打造、高水平服务“四高”
举措，打造品牌推广、创新创业、产业融合三
个“高地”，开创了“前店后仓+基地”的临猗
电商新模式。该模式有效构建了“种植、仓
储、销售”为一体的生鲜电商产业供应链，实
现了成本、效率的最佳配置。

万荣县级财政配套资金 2338 万元，重点实
施“2+10”项目。“2”，即实施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
心、乡村 e 镇运营两大项目；“10”，即实施乡村 e
镇 10 个配套项目，搭建乡村 e 镇的“四梁八柱”，
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农文旅有机结合，打造

“赋能于民、赋财于民”的农村电商新模式。
永济市把乡村 e 镇项目建设作为推动乡村

产业转型的“新引擎”，大力实施“156”工程，即
“打造一个平台，建设五大区域，做好六项工作”，
积极构建“产业+电商+配套+服务”的高质量发
展生态圈。

此外，其余各县（市、区）紧紧依托自身产业
优势，走出了一条符合县域特色的乡村 e 镇发展
新模式，促进了县域经济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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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垣曲县七一小学学生在垣曲县农耕文化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资料图片）
图② 垣曲县逸景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资料图片）
图③ 垣曲县农耕文化博物馆展出的小石磨、小碓臼等农耕老物件。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老哥，我想收一盘老人留下的、现在不用
了的小石磨，家里有没有啊？”

12 月初，天气渐冷，66 岁的杨金玉开着他
的二手小汽车向山里驶去。进入垣曲县解峪乡
原中村后，路面变得坑坑洼洼，小道上杂草丛
生，杨金玉只好熄了火、下了车，用一双满是老
茧的手拨开这些几乎和人一样高的杂草，逢人
就打听谁家有留下来的农耕老物件。

在原中村，他又收了一盘小石磨。“加上这
盘，小石磨就有 40 盘了，农耕文化博物馆里的
展品也有 6826 件了。”杨金玉在心里盘算。

这样的寻“宝”路，杨金玉已经走了 22年。

“他们都叫我‘憨憨’”

出生于垣曲县新城镇坡底村的杨金玉，先
后在垣曲县第二造纸厂、第一造纸厂等企业工
作。2002 年，下岗之后的杨金玉便开始对垣曲
县及其周边的革命文物进行收集，于 2005 年、
2014 年分别创办了垣曲县革命老区纪念馆、垣
曲中条山抗战纪念馆，且两馆均以民办博物馆
的身份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按理说，他也
该歇歇了，但杨金玉却在今年 6 月份，又创办了
垣曲县农耕文化博物馆。

这一决定，也得从 2002 年说起。那年，在
垣曲县历山镇收集革命文物的途中，杨金玉在
一孔破旧的窑洞中意外发现了一架保存完好的
老式织布机。他喜出望外，立即托人联系了窑
洞的主人。没想到窑洞主人却说：“我准备盖新
房呀，没人要我就扔了。”

“是啊，这些老物件以后慢慢就没有了，我
得尽快把它们收集起来。”杨金玉心里着急，从
那开始，他便踏上了农耕老物件的寻“宝”路。

“刚开始收东西，他骑的自行车，后来又
骑摩托，再到后来就是开小汽车了。为了收集
这些农耕老物件，他已经报废了 4 辆车，两辆
摩托、一辆工具车和一辆小汽车。那辆报废的
小汽车跑了 16 万公里，现在这辆也已跑了 23
万公里……”垣曲县农耕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
雪花回忆。

杨金玉家里有 5 个库房，堆满了这些农耕
老物件，朋友的孩子来到他家，还以为他是收废
品的。“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我就想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把它们承载的乡
愁记忆完整地还原出来，用于研学、教育，让人
们知道这些器物在农耕时代所作的贡献。”杨金
玉的一双眼睛里跳动着热切的火苗。

从各式各样的农耕老物件中，杨金玉挑选
了品相较好的一部分展示在垣曲县农耕文化博
物馆。目前，该馆共分耕种、储存、运输、生产、
加工、生活用具、工匠、度日量时 8 个展区，所藏
物件从清道光年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涵盖地
契、帽盒、陶罐、盘、织布机、小石磨、小碓臼、篦
子、秤等，除了馆藏的 6826 件，库房里还存有
2800 余件。

22 年的收集之路 ，没有让杨金玉感到辛
苦，关于这些农耕老物件的介绍，却实打实难住

了他。“最难的就是写解说牌，这些器物的所属
年代、用途、分类，我们得一个个查资料，甚至还
得找年纪大的老人询问。”他说。

筹备该博物馆前后 6 个多月的时间里，杨
金玉白天工作，晚上加班整理资料到凌晨两三
点，常常是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老伴宁爱玲
看着年近 70 岁的他这么拼命很是心疼：“胡折
腾啥，身体不要了？已经有两个博物馆了，就不
能歇歇吗？人家都是挣钱，你这一直往里投钱，
还干得这么起劲。”

“因为干这事没有什么收入，还得不断往里
投钱，很多亲朋好友都叫我‘憨憨’。”杨金玉无
奈地笑了笑。

不光如此，每年过年，别人家一起团圆的时
候，杨金玉的 3 个孩子还要跟着父亲到博物馆
里去打扫卫生、布展。

自打“寻宝”以来，杨金玉前后已经花费了
500 余万元，除了他和老伴每月合计 7000 元的
退 休 金 外 ，大 部 分 的 资 金 由 他 的 3 个 子 女 资
助。“父亲传承了爷爷的红色血脉，我们应接过
他手里的‘接力棒’。”“父亲干的是利国利民的
好事，我们应该无条件支持他。”“我们没有太多

的时间帮父亲干活，只能在经济上大力支持。”
儿女们的话语，让杨金玉颇为感动。

“我已经看到了光”

一路走来，有辛酸苦辣，也有快乐和欣慰。
“收到好的老物件，把它们拉回去的时候，

我就特别高兴。还记得两年前，我在毛家湾镇
毛家村一孔塌陷的窑洞里收了一台风车，保存
得非常完好。看着那台风车，我晚上激动得都
睡不着觉。”杨金玉眼里有光。

更让杨金玉感到欣慰的是，垣曲县农耕文
化博物馆建成至今，参观群众已经突破两万人
次。“很多人来了都会对我说‘真好，这里的东西
真齐全。把这些老物件收起来，你作了很大的
贡献。’听到别人这么说，收到别人投来的赞赏
目光，我就觉得什么困难都值了。”杨金玉眼眶
微润，“尤其孩子们来参观的时候，我就特别开
心。很多孩子站在那个放置小石磨、小碓臼的
操作台上就下不来，拉都拉不走。”

一直以来，垣曲县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
县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在这里催生了各种
农耕器物，这些器物承载了太多农耕时代的文
明记忆。如今，它们在时代发展中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却依然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意义，正作为
一种精神力量在传承。

22 年来 ，杨金玉一直和这些老物件打交
道，为了让更多的老物件展示在人们面前，他还
做起了修复工作，和馆内另一位工作人员王文
乐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还原老物件的原貌。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垣曲县农耕文化博
物馆，该博物馆所在的皋落乡岭回村也发展得
越来越好，该村“桃源仙庄”的民宿老板都已经
将客房由标间改成了 4 人间，供学生们研学居
住，附近许多村民也靠着水果采摘让钱包“鼓”
了起来，乡村旅游发展得越来越好。

现在，宁爱玲对杨金玉的工作也越来越支
持：“只要你愿意干，我就全力支持你。”宁爱玲
甚至还在垣曲县农耕文化博物馆里做起了后勤
工作。

“我还有一个理想。”杨金玉目光如炬，“我
库房里还有 200 余件民俗器物和许多革命英烈

资料，我计划再用两年时间建成垣曲县民俗博
物馆和垣曲县英烈馆，总共建成 5个博物馆。”

回想这一路，杨金玉心中五味杂陈，但更多
的是欣慰，目前，杨金玉创办的 3 个馆一年接待
游客 40 万人次，建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 600
万人次。“现在博物馆建起来了，参观的人多了，
再没人叫我‘憨憨’了，这条路，我已经看到了
光。”杨金玉说。

博物馆，是很多人了解一个地方或者一段
历史的好去处。文化自信在一次次参观游览中
不断坚定，文化认同通过一件件文物及其背后
的故事不断增强，这便是杨金玉所做事情的意
义。

农耕文化、革命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
分，而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不仅需要政府部
门的力量，像杨金玉这样民间力量的参与也至
关重要。只有更多的“杨金玉”加入中华文化传
承和创新的行列中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才能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传承中华文
脉，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我心里有一盏灯，它会指引着我一直走下
去。”杨金玉眼神坚毅。

继革命老区纪念馆继革命老区纪念馆、、中条山抗战纪念馆之后中条山抗战纪念馆之后，，又创办农耕文化博物馆又创办农耕文化博物馆——

老 杨老 杨 2222 年 寻年 寻““ 宝宝 ””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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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赵阳
飞） 随着气温的逐步下降，到了树木整形修剪
的最佳时期，连日来，河津市市政公用服务中
心积极组织专业修剪队有计划、分种类，全面
开展市区树木修剪工作，为来年春季植物生长
作准备，全力打造整洁、美观的城市绿化环
境。

在万春北街，工作人员利用高空作业车和
高枝锯作为修剪的主力工具，根据树木形态和
长势，采取短截、疏枝等方法，对道路两侧的

法桐、红叶李等树木进行统一修剪。耿都大道
上，工人们利用收缩锯子等工具，加紧对两侧
的行道树进行集体“理发”，除掉树干上的枯
枝、细梢以及零乱的树杈，既增强树木的通透
性，培养出优美的树形，又避免虫害发生，大
大美化冬季绿化环境。同时，也做到了树枝和
落叶随产随清，确保道路的整洁与畅通，以及
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提升了绿化景观的整
体效果。

河津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绿化处副主任原

军杰说：“冬季修剪，不仅仅对树木是一次
‘整形’，更能及时去除过长的枝条及枯枝，防
止雨雪大风等天气，出现压断树枝干，砸伤行
人、车辆等情况。此外，冬季修剪还能减少树
木在来年春季发生病虫害的概率。”

原军杰表示，近期将完成冬季修剪工作。
下一步，该中心将深入做好绿化苗木修剪整
形、病虫害防治及防寒等工作，助力绿化苗木
安全过冬，为广大市民群众营造一个更加舒
适、靓丽、宜居的绿化环境。

河津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

冬季修剪正当时 剪出树木新颜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