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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英才

欣逢中秋、国庆长假，我们临猗县
关工委一行五人，参观走访了被评为省
级“文明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村”的
临猗县嵋阳镇嵋阳村。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别样的风景：
精神奋发曲、心灵纯美图、风清气正诗！

（一）

嵋阳村的干部选拔任用，形成了和
畅的“让贤风”。从1947年至今，村里更
替了7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全是
前任主动让贤。

段根宝是嵋阳村第三任党支部书
记，在任 27 年间，20 次荣获“农村功臣
支部书记”等荣誉称号，是群众的贴心
人。此前换届，他年满六十，眼见班子里
的年轻干部张新春既稳重又能干，便热
心向大家推举，说：“咱们村要发展，需
要年轻人上，咱们都是瞅着新春走过来
的，就让他领这个头吧，我也帮着他
干！”群众虽然舍不得这位老功臣，但见
新春也确实能担起这副重担，便都点了
头。

换届选举大会上，新春得了满票。
交班那天，群众为段根宝披上了“嵋阳
村功臣”绥带，段根宝拉着新春的手，语
重心长地说：“几十年啦，咱村用人都是
先‘选苗’，再‘拔苗’，最后‘定苗’，等到
你手里换班时也要这样干，把壮苗、好
苗给咱推上来，老辈留下的不能丢！”张
新春说：“你放心，我会的！”

几十年的让贤，像一个路标树立在
全村人心里，像一块磁铁紧紧吸住了民
心，让出了干群一心、一村和谐。村里人
专门为让贤编了一首“和谐歌”：“新老
干部讲让贤，村风和谐有标杆。人人你
我讲和谐，世间还有何事难？家家都能
讲和谐，家庭兴盛在眼前。左邻右舍讲
和谐，巷和村和人心甜……”这首歌在
村里传唱多年，唱得全村不但涌现出很
多德孝儿女、好公婆、好儿媳、文明户，
还涌现出了“仁”字户、“义”字家、“礼”

字户、“信”字家等10多种名号的人家。
他们人人胸戴大红花，家家门悬光荣
牌。

我们在嵋阳村走访调研，恰如走进
景区游园，红花朵朵压枝低，胜似市街
夜赏灯，群星灿烂耀眼明。真是一幅静
谧安好、和谐雅致的好风景，更是嵋阳
村人品德高尚、创新和发展活力迸发的
集中展现。

（二）

嵋阳村将“慎独”的品格和党风廉
政紧紧相连，形成了刚性的“守规风”。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今，他们硬守着一
条“不管为村里办啥事，‘水米不沾’”的
规矩行事。村干部碰头会的记录本、村
组的收支账本如今虽已泛黄，但仍完整
保存着，里边一笔一笔记着村里每件大
事的讨论记录、每笔收支账目。

碰头会的一则记录中，记着第二任
村支书的一句话：“我要是贪污一分钱，
剁我一根手指头！”这句话在历任干部
的耳旁、在村里响了几十年，人人将它
看做一根高压线，谁也不越雷池半步。

几十年的守规，守出了一心为公，
一村清廉。多年来，村里有一份自采、自
写、自编的报纸，用以宣传党的政策，报
道集体大事，表扬模范人物，倡导新风
新俗，已出了 80 多期，群众叫它“不掏
钱的常常看”。这是由几位退休老教师
义务编辑的。最早的编辑是刘世荣。他
退休后，第一件事就是为村办报，每天
四处收集材料，夜晚坐在灯下编写，印
出来后送给村民。有人问他寻那麻烦干
啥？他说：“你不瞅，咱村的干部都是勒
紧裤带为大伙办事，我给村里办点事怕
啥？”就这样，他一编就是五年，直到去
世。他去世后，退休教师张天胜接过他
的重任继续编……

嵋阳村人爱看戏，爱唱戏。县文化
馆演唱团退下来的老艺人侯杰、爱闹戏
的樊茂胜等几个戏迷，自发成立了一个
庄户剧团，红红火火唱了几十年。女演
员任保珍，一副自制竹板，已磨得油光
溜滑；老导演侯杰，说戏、导戏不下几十
部。他们为了演戏，又是串村，又是到县
上调演，几十年来坚持公益演出，群众
说他们是“背着馍布袋的唱戏人”。直到
现在，他们用过的道具、穿过的服装，还
一箱一箱保存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向人们诉说着那一路风雨、一路歌！

走进嵋阳村，看看那一排排的文化
墙，这边是“善字专栏”，讲述了邱建龙
等 10 位“善良为本、诚实做人”者的事
迹；那边是“俭字园地”，介绍了张雨涝
等 10 位“勤俭节约模范”的事迹；前方

是“勤劳致富榜”，公布了张丰收等18位
劳模“双手茧花结出丰收果、一身汗水
浇开幸福花”的事迹；后方是“骄子图”，
排列着 21 位从村里走出去的硕士、博
士。站在这些文化墙面前，恰如金秋出
游，让人觉得天高气爽，清风徐徐，真是
一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好风
景。这也是嵋阳村人心存敬畏、手握戒
尺、行为有止结出的高枝硕果。

（三）

嵋阳村将我们老祖先的骨气、党的
奋斗精神凝结，形成了锐利的“争先
风”。村民们处处敢弄潮，时时站排头。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抢先起跑，种出
了高产粮棉。村党支部书记等3人光荣
出席全省劳模大会，奖品是一台锅驼
机。1975年，交公粮超过额定任务3倍，
国家奖给他们汾河牌汽车一辆。

改革开放后，他们快速转弯，大胆
调整产业结构，海阔天空走出去……省
上为他们颁发了“大干社会主义先进
村”锦旗。

新时代，他们加力冲刺，创出了“高
效农田”“科研单位加农户”的新路，打
响了“蓝天保卫战”，唱响了“书香嵋阳”
大戏，“奋勇向前踏雪封，争先恣意驰骋
翔”，荣获“山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和
省级“文明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村”
等殊荣。

几十年的争先，像一枚过河的卒子
不回头，像一位攀登的勇士不惧险，争
出了一股锐气、一村向上。张天社就是
一位“脱颖而出的弄潮儿”。早在大家还
按老习惯种粮棉时，他就别出心裁试栽
了几亩尖嘴桃树。尽管失败了，但他不
气馁，看见外村有人栽果树也跟着栽，
不想又没成功。第三次，村里请专家论
证后，建议果树变桃树。大部分群众犹
豫、胆怯。但他想，专家都论证了，准没
错，一下栽了 10 亩桃树。从此，他寻专
家指导，到示范园参观，苦心终赢成功，
他的桃树亩产 5000 多斤，并将桃子远
销越南、俄罗斯等地，10亩桃树年收入
高达20余万元。

走进嵋阳村的荣誉室，墙上挂着70
多块奖牌。从镇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
省、从省到国家，一步比一步高，像铺出
了一条登山路。站在奖牌下仰望，恰如
秋游登山，一路崎岖，拾级而上，真有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
感觉。真是一幅“层层上山路，步步通幽
径”的美景。

不，这不仅仅是登山一路景，这是
嵋阳村人，敢于登攀，敢于创新，蓬勃向
上的锐气歌、奋进曲！

嵋 阳 村 里 看 风 景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10月23
日~25 日，省文联调研组深入运城河
津、稷山、垣曲等地进行考察调研，并于
25 日召开“省文联来运调研专题座谈
会”。

调研中，省文联党组书记李斌一行
先后前往河津杨毅剪纸工作室、龙门
村，稷山青龙寺、宋金墓、稷王庙、螺钿
漆器研究中心、国家板枣公园博物馆，
垣曲望仙村、移民展示馆、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回岭村

等地，详细了解运城在历史文化传承发
展、乡村文化振兴、非遗技艺制作等文
艺工作发展方面的情况。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市文联负责人就我市
文联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河津
市文联、稷山县文联、垣曲县文联及市
摄影家协会、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新文
艺群体代表等，围绕如何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文化思想分别作交流发言。

李斌对我市文联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他指出，运城人杰地灵、文脉悠长，
文化资源丰富且具有独特优势。全省各
级文联组织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紧围
绕中心任务，立足山西实际和岗位职
责，推动全省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

振奋精神，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持续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开展
主题教育，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要找准工作
抓手，发挥地方优势，在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发展上作出山西贡献，以文艺
的繁荣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他强调，各级文联组织要加强沟通
协调，加大网络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
营造浓厚文化氛围，推动全省文艺工
作迈上新台阶。

省文联深入运城开展调研省文联深入运城开展调研

□景坤

10月23日，在运城市文物局
主办、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
的“革命文物讲解员大赛”中，全
市各级博物馆、纪念馆、红色旅游
景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
15 名选手进行了激烈角逐。来自
永济市文物局的参赛选手张米
兰，以“蒲坂之光·照亮前路”为
题，用真挚的情感、朴素自然的演
讲方式，讲述了 90 多年前中共虞
临永支部和陈家红色联络站荡气
回肠、鲜活生动的感人故事，赢得
了在场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荣获二等奖，永济市文物局荣获

“组织奖”。
此外，今年 7 月，在山西省文

物局主办、山西省博物馆协会承
办、山西博物院协办的“启航新征
程·铸就新辉煌——全省第二届
革命文物故事宣讲推介活动”决
赛中，永济市文物局参赛选手左
华君荣获“优秀讲述人”。

近年来，永济市文物局深入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红色遗址
保护和利用的相关政策，用好红
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积极开展
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专项调查，
出台《永济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积极争取资金，强力
推进李雪峰故居保护修缮工程；
积极完善中共虞临永支部旧址及
李荣故居的调查申报、鉴定登记、
定级公布等相关程序，加强尚未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
文物提档升级工作，有计划做好
革命文物保护修缮的项目储备，
着力推进县保等低级别革命文物
的方案编制、险情排查及抢险加
固工作。

该局紧紧围绕红色革命故事
主旋律，开展文博知识进校园活
动，让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

“动”起来，大力营造传承弘扬红
色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良好氛围，
唱响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主旋
律。

永济市文物局

传承优秀文化
讲好革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