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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
神，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充分发挥各类先进典型在开创运
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的
重要作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在全市
开展2023年度“百名最美运城人”选树宣
传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广大群
众的热情关注和踊跃参与，在全市上下
营造了“人人关注最美 人人争做最美”
的浓厚社会氛围。

目前，经过逐级推荐、网络投票、综
合评审，现将入选2023年度“百名最美运
城人”自信从容新农民10名先进典型的
优秀事迹予以公布。

董朝元

董朝元，男，汉族，1947 年 3 月生于
河津市樊村镇固镇村。中国曲艺家协会
会员、河津干板腔省级传承人、山西省曲
艺家协会会员、运城市曲艺家协会终身
荣誉主席；他还是固镇村文化站站长、书
画社社长。

用文艺宣传，用真情演唱。50 多年
来，董朝元创作并表演河津干板腔段子
数百个，利用干板腔的独特形式，把党的
思想理论宣传到农村、工厂、社区、学
校。他创作干板腔剧目歌颂祖国、歌颂
人民、歌颂党，鼓舞人们学英雄、学先进、
做好事。

用艺术惠民，上舞台普法。自2007
年河津市曲艺干板腔协会成立以来，董
朝元带领协会会员创作表演干板腔段子
2000多个，坚持每年春节为河津人民送
上一台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干板腔迎
春晚会专场》；参与拍摄微电影《后堡村
的喜事》《菜驴诞生记》，荣获全国二青会
最佳编剧奖和最佳男女主角奖；参与河
津市司法局的普法宣传专场演出，并带
领会员深入河津市各乡镇街道巡回演出
30余场次，为推动全民懂法、全民守法贡
献了力量。

用行动落实，用节目传递。50 多年
来，董朝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广大
群众服务的原则，通过创作作品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社会正能量，为
河津市文化宣传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尤其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他自发
创作表演的《党的二十大精神暖人心》等
节目，不仅参加河津市委宣传部和河津
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的宣传党的二十大
专场表演，还到各乡镇街道巡回演出，得
到各级领导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吉巧惠

吉巧惠，女，58 岁，盐湖区泓芝驿镇
乔阳村人，是泓芝驿镇刺绣农民专业合
作社创始人。

保持特色，创新发展。2013年，吉巧
惠创办了运城市盐湖区吉巧惠刺绣农民
专业合作社，注册了商标“吉巧惠”，主要
制作鞋、帽、肚兜、枕头、斗篷、十二生肖
婴幼儿服饰，结婚龙凤拖鞋、枕头、盖头
等，把服饰做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
手工艺品。2018年，吉巧惠刺绣农民专
业合作社被评为“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运城市示范合作社”，
2019 年荣获运城市“优秀工美企业”称
号。

传承文化，带动致富。作为非物质
文化传承人，吉巧惠积极参加“山西省群
众文化惠民工程”技艺传承活动，经常举
办各种刺绣培训，带动周边村的手工爱
好者及困难家庭妇女学习刺绣工艺，从

2017年至2023年共培训了260人，帮助
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学到了一技之长，
推动了周边村刺绣产业传承与发展。

刻苦学习，全面提高。为了更好地
发展传统文化，吉巧惠不断学习创新，积
极参加各种技能提升和展赛活动。2019
年，她参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山西大学布艺、刺
绣）班的学习，系统地学习了布艺、刺绣
技巧，大大提升了技艺，并将传统手艺和
潮流文化更好地融合起来。

吉巧惠说，作为非遗传承人，做刺绣
不仅是为了增加收入，更是为了追求梦
想，实现人生价值，让刺绣这门传统技艺
永不失传。

张惠丽

张惠丽，女，芮城县人。自幼喜爱声
乐，音质甜美、音律高亢。

爱岗敬业，勤劳持家。张惠丽在单
位虚心好学，不管被安排什么角色出场，
她都认真对待、出色完成，是人见人夸的
好演员。在生活中，她是一位邻里皆知
的贤妻良母，做饭洗衣、照看孩子、辅导
作业、孝敬老人，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
手。

歌唱生活，爱心回报。张惠丽积极
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用音乐传递爱
心。2019年，她创建中国声乐学会芮城
分会并担任会长；组建演唱团参加全县
文艺汇演，取得了较好名次，引起县文化
部门的关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
誉和支持；她为全国道德模范孙银聪老
人创作的歌曲《婆媳情》，为在全社会形
成学习、宣传道德先进和争做道德模范
的热潮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强化学习，积极奉献。近年来，张
惠丽坚持学习，努力提高演唱水平。带
领学员苦练基本功，先后参加了“‘我
有拿手戏’群众文艺大展演”“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展文艺演出
活动”“‘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2022 年山西省群众文化活动山西省农
民工歌手大赛”等文艺活动，备受观众
赞赏，群众亲切地称她为“芮城百灵
鸟”。

吉平娟

吉平娟作为闻喜县侯村镇寺底村的
带头人，广受群众好评，大家称她是一个
有魄力、有担当、有能力、有闯劲的好村
干部。

敬老奉献显赤诚。每年春节，吉平
娟都要无偿捐助数万元，慰问全村老年
人；为了丰富村里老年人生活，她自费带
领全村百余位老人到晋城的皇城相府旅
游；村民史安民的女儿出车祸住院，因经
济困难不能顺利治疗，吉平娟知道后，在
村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发起捐款，筹集两
万多元送到医院，使患者及时进行了手
术，村民们深受感动，群众自发给她送了
一副对联——“爱心传梓里，善举誉桐
乡”。

传承文化做推手。暑假期间，吉平
娟组织弘扬国粹第二期培训班，为80余
名儿童培训书法、国学、楹联、面塑。40
天的培训，她自购笔墨纸砚、桶装水和饮
料，结束时又给学员和老师发奖品、奖
状；为了满足村民看戏的意愿，她多次与
市里的演出团体联系，安排到村里演出；
村里锣鼓队要到县城表演，她自掏腰包
数万元，置办服装、锣鼓等，这两年，她用
实际行动做到了“传承文化，服务惠民”。

发展经济有担当。一个村富不富，
经济是基础，基础设施是关键。为推广
大棚种植，吉平娟多次跑到县里，争取资
金12万元，帮助四组居民史闰月建起两
座草莓大棚；吉平娟与村“两委”其他干
部拧成一股绳，为村里垫资硬化道路
1000 平方米；为解决村民吃水问题，她
请地质队来村测量水源，在后沟打深井
一眼，让村民喝到了甘甜的井水。

在群众眼里，吉平娟是展翅飞翔的
金凤凰，是小康路上的带头人，是文化兴
村的领头雁。群众称赞她：归巢凤凰展
风采，脱贫致富好领班。

孙彩芹

孙彩芹，女，汉族，生于 1964 年 9 月
16日，平陆县圣人涧镇南坡村人。

孙彩芹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党员，

必须时刻把学习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不断开拓
进取、改革创新。长期以来，她始终坚持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并把学到的理论和
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有效地解决了村务
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增强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重视文化队伍建设，推动基层文化
发展。作为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孙彩
芹积极发挥宣传动员作用，宣传先进的
文化导向；走村到户，联络文艺爱好者50
余人，组建舞蹈队和女子军鼓队，极富创
造性地编排了系列文化节目，让基层文
化深入人心。她还带领文化宣传队，结
合乡镇党委的工作安排，深入基层采风，
创造出接地气的文艺作品，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城乡融合。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致富。重
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2017年
9月，南坡村办起了双丰小杂粮加工厂，
孙彩芹被聘为厂长。她始终坚持集约化
经营，按照“党支部+合作社+村集体经
济+农户”的发展模式，立足实际，科学规
划，创立杂粮品牌，发展杂粮产业，带领
当地16名村民务工脱贫，带动当地经济
繁荣发展，为村集体创造了40余万元的
经济收入，成为受人尊重的致富带头人，
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刘战红

刘战红，53 岁，中共党员，垣曲县古
城镇西石村村委会副主任。他自幼酷爱
民间剪纸艺术，多方拜师学艺，参加多地
举办的大赛、展览、学习、研讨等活动，不
断提高自己的剪纸艺术水平。经过努
力，他的剪纸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同时，
他对剪纸艺术传承也有了更深的认知。

刘战红让剪纸艺术更好服务于生
活。作为一名民间剪纸艺人，他深知，剪
纸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大众审美艺
术，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他把日常生活作为剪纸艺术创作的源
泉，每逢新年、邻里办喜事，便运用剪纸
技法，结合日常生活，为大家送上不一样
的祝福，给群众的生活增添了希望和乐
趣。 （下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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