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南果北种科技兴农

以文筑基

激发乡村振兴“源动力”

让红色文化“振奋人心”。 近年

来，修文镇深入探寻本地红色文化

内涵，铸就以赵品三、郝耀明为代

表的红色精神样板，依托赵品三纪

念室、 村乡风文明中心等载体，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文化、发扬

红色精神， 让红色基因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修文镇

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的文物工作方针，着力加强文物保

护修复。 通过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和

向社会募集资金等途径，对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褚鈇墓、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长庆寺、陈胡真武庙等历史文

物进行修缮， 再现历史原貌，让

“旧”文物焕发“新”光彩；通过开展

非遗文化资源普查摸排，对全镇范

围内的传统技艺、民间故事、文物

古迹等进行搜集整理，传承非遗文

化；通过“非遗 + 工业”，将堡子酒

酿造技艺规模化、产业化，让非遗

“动起来”，在实践中实现非遗新发

展；以传统节日、丰收节、旅游文化

节为契机，将背铁棍等非遗文化融

入百姓生活， 让非遗文化落在眼

里、记在心上，壮大非遗传承队伍，

使村民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和

弘扬者。

让廉洁文化“鞭策人心”。 修文

镇始终坚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

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

要抓手，线下通过建立集中学习制

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线上借助微信公众号、微信群

适时发布廉政文化内容，构建全方

位、 立体化的廉政文化宣传氛围。

同时结合实际，修文镇创新推出东

郝村廉政文化墙等宣传教育阵地，

久久为功抓好落实，推动新时代廉

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

以文育人

培育乡风文明“正能量”

锚定阵地圆心，“建 ” 阵地与

“优”阵地齐头并进。修文镇持续推

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

坚持举旗帜、聚民心、兴文化、展形

象，完善镇党校、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建设和服务效能提升 ， 既改善

“硬条件”，又优化“软环境”，使其

成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领群

众和服务群众的坚强阵地。

拓宽文化半径，“送 ” 文化与

“种”文化接续发展。 依托修文村、

东长寿村等文化阵地，开展免费送

戏下乡活动，将荧幕中剧目搬到村

民家门口。 同时，举办“大地响欢

歌、 奋进新征程”“乡音唱响二十

大，共圆乡村振兴梦”等文艺晚会，

让基层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精 神

动力。

绵延文明周长 ，“树 ” 文明与

“讲”文明同频共振。修文镇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将培育乡风

文明作为筑牢乡村振兴思想基础

和纵深开展平安建设工作的有效

举措，聚焦“培育主流价值”“解决

群众问题”“丰富文化活动”“推进

移风易俗”等重点内容，努力打通

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和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以文兴业

打造产业振兴“新引擎”

修文镇对接上级文旅规划目

标，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农文旅融

合发展”发力点，深入挖掘文化资

源，整合传统产业发展，创新发展

形式，不断促进乡村优秀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农文旅

融合驶上发展快车道。

深挖旅游资源，“文旅 +”展现

多彩画卷。 修文镇充分利用山水相

依、人文荟萃的资源优势，将“三郝

瓜”“堡子酒”等特优名品及非遗技

艺，与印象潇河、聚金枣园等农业

园区串联，环山贯水，集中开发农

旅休闲、民俗文化等项目，建设实

施园艺集成试验示范园区、 彩虹

路、星空露营基地、“小雅·大田”林

下讲堂等景观景点，实现农文旅融

合同步发展。

丰富产品供给，“文旅 +”释放

消费潜力。 按照“好中选优”原则，

推介七彩番茄、沙培三郝瓜等优质

农产品，将精彩的农业科普知识融

入丰富多彩的农事体验活动；利用

“老白家” 空中草莓采摘园等现代

农业生产基地，开展亲子游与科普

游，提供棚内采摘、池塘赏鱼等沉

浸式农事体验活动；设立新农人讲

解员，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有针对

性地安排专业过硬、 技术扎实、讲

解风趣的“新农人”专家进行授课，

提升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释放文

旅新活力，助力消费提振升级。

优化旅游环境，“文旅 +”推进

价值共创。 修文镇坚持“书记带支

委、支委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的工

作思路 ， 鼓励村民参与到村庄改

厕、污水管网施工、废旧杂物清理

等工作中，大家齐动手、家家共参

与，掀起环境整治热潮，携手共建

“美丽修文”，努力用田园风光让游

客感受到乡村诗意。 此外，修文镇

还聘用村民参与到文旅服务当中，

积极做好农民培训工作，有效提升

村民服务意识和游客满意度，让农

民成为“文旅 +”节点上的参与者，

让“文旅 +”成为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增效器”，使乡村旅游成为

乡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

动力。 （郝卫萍 赵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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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

传承乡土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深入挖掘多样文化，探寻文化背后蕴含的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着力培育良好乡风、传承文明家风、展现淳朴民风，彰显全镇文化

自信，促进文化交融，让文化“软”实力助推乡村振兴“硬”发展。

近日，山西省晋中市

太谷区侯城乡贯家堡村一

座温室大棚内芳香四溢，

村民正在一株香蕉树下查

看即将成熟的香蕉。 2022

年年初， 该村村民吴宏涛

从广西引进 100 株当地香

蕉树苗尝试“南果北种”，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培育，

异地栽培的南方香蕉树长

势喜人。

郝卫萍 孙泰雁 摄影报道

山西省和顺县：

绘就和美乡村“同心圆”

跑出巩固衔接“加速度”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山西省和顺县

委宣传部、 和顺县教育局驻李阳镇崔家坪村工作

队聚焦“守底线、抓发展、办实事、促振兴”主线，

以“增加脱贫群众收入，持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主攻方向，从

生产发展、助农增收、乡村宜居等方面持续发力，

努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石。

聚焦乡村治理， 和美为魂凝民心。 工作队坚

持党建引领，以“强阵地、促发展、惠民生”为目

标，立足崔家坪村实际，联合村“两委”，大力推进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集中开展了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等三项乡村治理

工程，建立起党员活动室、党建广场、文明实践站、

图书室、阅览室、卫生室等 6 个党建活动场所，同

步配备卫生员、清洁员，以高标准红色阵地建设，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聚焦产业发展， 多措并举促增收。 崔家坪村

是纯农业产业村，根本出路在农业，工作队申请各

方帮扶资金 50 万元， 投资建设大型“粮食晾晒

场”，目前正在按照序时进度顺利推进；广泛宣传

帮扶政策，鼓励村民种植特色农作物，全村连片种

植谷子 205 亩，享受补助资金 4 万余元，选种长杂

466 高产谷子， 亩均增产 150 斤， 预计亩均增收

630 元；积极鼓励村民购买现代农机具，以机械化

耕种代替传统人工种植，节约了人工及资金成本。

聚焦为民办实事， 助销农粮解民愁。 工作队

始终坚持“助销农产品，幸福崔家坪”理念，内促外

联，以“崔家坪小米”为主打品牌，积极推行进机

关、进市场 、进校园、进社会、进家庭的“五进助

销”模式，同时把稳电子商务“新风口”，真正实现

了线上线下“两网销”，取得了良好收益，促进了农

民增收。 （郝卫萍 王政）

山西省新绛县：

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

建设即将完工

近日 ， 笔者在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侯庄村

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了解到 ， 该项

目的主体办公区域及各类直播间的装修工作已

接近尾声 ， 施工人员正在对产品展示体验中心

进行喷绘作业。 乡村 e 镇项目是新绛县 2023 年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后 ，将为当

地特色产业提供培训、物流、金融等一站式电商

服务，形成集种植 、加工 、康养等于一体的产业

链条，推动新绛县特色产品走向更大市场，进一

步赋能乡村振兴。

目前， 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已经与 5 家企

业对接了入驻事宜，组织培训 20 余场，累计参训

人数达到了 640 余人。

中心一楼主要包括新绛县乡村 e 镇电商产品

展示体验中心和各类直播间， 二楼则是运营办公

区和入驻企业办公室。此外，中心还设立了新绛县

乡村 e 镇电商产业培训孵化中心、 绛州电商直播

基地和乡村 e 镇物流配送中心。

（牛志豪 王钇凯 文 / 图）

资讯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