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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柳林县第二中学：

举办“舞动青春·快乐课桌”

校园课桌舞比赛

为深入贯彻“双减”政策，推进“五育并举”育人

目标，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缓解学生学习压力，11 月

20 日，山西省柳林县第二中学举办“舞动青春·快乐

课桌”校园课桌舞比赛。

活动现场，参赛的同学们身着整齐的服装，以课

桌为道具，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节奏，尽情展示着他们

的舞蹈才华。在舞台上，同学们挥动手臂、拍击课桌、

踏着节拍起舞，将课桌舞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们的动

作整齐划一，充满力量与美感，每一个微笑、每一个

眼神都传递着青春的自信与快乐。 学生韩可佳告诉

记者：“课桌舞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丰富课余生活，

同时也能活跃学习氛围，让班级更有凝聚力，增强集

体荣誉感，我喜欢这样的活动。 ”

本次课桌舞比赛，以舞促德，以舞辅智，以舞健

体，以舞审美，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释放活力的平台，同时让学生感受到“我运动、我健

康、我快乐”，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缓解了学习

压力，展示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下一步，我校将积极探索实施大课间活动，让

学生走出教室动起来，参与锻炼乐起来，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老师冯旭霞说。

（文旭 雷杨文 刘全）

山西省石楼县委组织部：

开展“田间助农党旗红”

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山西省石楼县委组织部开展“田间助农党

旗红”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体组工干部深入帮扶村、

走到田间地、来到农户家入户走访、消费帮扶、清理卫

生……以实际行动推动驻村帮扶工作取得实效。

入户走访“思民生”。 全体组工干部深入结对帮

扶户家中，拉家常、问冷暖、讲政策、听诉求、做解释，

以贴近村民的形式交流， 详细了解每家每户的基本

情况和困难，认真收集村民的诉求，全面掌握他们的

“新需求”与“新期盼”，为下一步的帮扶工作明确了

方向，打实了基础。

消费帮扶“解民忧”。 全体党员结合自身需求情

况，积极采购农户提供的白菜、小米、南瓜等农产品，

以实际行动助力群众增收，消费金额达 17000 元，用

实际行动架起了帮扶单位与村民之间的爱心桥，进

一步激发组工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 激发了广大村

民增收致富的内生动力。

清理卫生“暖民心”。 公共场所、村民家中，全体

党员干部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苦 、不怕累 ”的精

神，干得热火朝天，生动展现了组工干部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 切实把帮扶工作做到了村民

心坎上，一阵阵欢声笑语中助农情谊不断升华。

石楼县委组织部立足实际， 不断强化主题党日

规定动作，创新自选动作，推动组工干部走出机关、

走到基层、走进群众，在一线“见风雨、见世面、长本

领”，进一步夯实组工为民服务“硬功夫”。（ 文旭）

山西省陵川县：

艺术墙绘

点亮乡村振兴新画卷

近日， 位于中国围棋发源地棋子山脚下的山西

省陵川县潞城镇苇水村， 以其独特的乡村美景和丰

富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众多目光。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引领下， 苇水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取得了

显著成效， 特别是今年实施的河道治理以工代赈工

程，更是让“小桥流水人家”的诗画美景成为现实。

走进苇水村 ， 一幅幅充满艺术气息的墙绘映

入眼帘 。 这些墙绘以田园溪流 、乡风民俗 、历史文

化等为题材 ，通过“场景 + 创意 ”的方式 ，将艺术

与乡村完美融合 ， 让原本素朴的村落焕发出勃勃

生机。 其中，“小桥流水”墙绘展现了和谐生态 ，绿

意盎然间绘就了人间烟火与乡风新貌 ；“五谷丰

登 ”墙绘则聚焦农村农业 ，教育引导村民勤劳付出

才能收获满满。

如今， 苇水村已成为周边村民茶余饭后休憩闲

聊、享受宁静时光的理想场所，未来也必将成为游客

打卡拍照、邂逅浪漫的集聚地。 村民们通过成立志愿

服务队，积极参与村内巷道、房前屋后的整理整治，

共同维护村内卫生，让“棋缘”美景长留。

苇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正以艺术墙绘为笔，绘

就出一幅幅美丽动人的新画卷。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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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怀仁

摸家底护遗迹 讲历史承文脉

为全面、 准确掌握全市不

可移动文物资源底数，科学、有

效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管理传承利用体系，连日来，

山西省怀仁市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队深入城乡各个角落 ，运

用先进技术手段与传统田野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 力求详尽地

记录每一处文物的现状、 历史

与文化价值， 为传承与保护珍

贵的文化瑰宝、 续写地区文化

脉络奠定坚实基础。

小雪时节，日暖风寒。站在

西安堡遗址的古城墙上俯瞰城

内错落有致的房屋， 恬静安详

的村舍在五百多年历史的城墙

内，历经风雨，岁月更迭。 普查

队员们手持航拍器、 照相机等

设备， 按普查标准规范对不可

移动文物进行测量记录， 认真

做好文物数据和相关资料的采

集和登记工作。

怀仁市文物保护服务利用

中心文保员付帅指着砌在村里

城隍庙墙角下的两块黝黑石

碑， 向记者详细解说了它们的

来历：“金汤二字碑刻原位于西

安堡南门楼之上， 刻于明万历

年间距今有 460 多年历史 ，随

着历史车轮的前进， 于上世纪

六十年代毁坏， 流落在荒芜人

烟的田野， 后被上世纪九十年

代文馆所老一辈工作人员在保

护期间重新镶砌在寺庙外围。 ”

古老的西安堡， 数百年的

历史记忆口口相传。 普查队员

不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

的整理、信息数据的录入，并完

成审定， 更是将每一处文物的

文化背景铭记于心。

据了解， 怀仁市共有文物

保护单位 352 家， 其中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4 处，有辽代清凉寺砖

塔、新石器鹅毛口遗址、金沙滩汉

墓群、北魏丹阳王墓，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12 处，县级文物 50 处。 当

地文物资源分布广泛 ， 普查范围

广，调查难度较高。普查期间，队员

们克服天气寒冷、 路程远等因素，

坚持深入一线， 实地对已认定、登

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开展复查，对新

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开展调查。

“在第四次文物普查中，我们

首先是落实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所

有古建筑的保护。 其次是我们进一

步发掘了本市所有固定主建筑，还

增加了更多民间的新发现，包括遗

址、民居、寺庙等等。 ”怀仁市第四

次全国文物普查小组的王守政说。

通过文物普查工作，怀仁市不

断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登记公

布机制、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

录、 公布体系和资源大数据库，以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全社会

对文物的认知，营造了人人参与文

物普查与保护的良好氛围。

怀仁市亲和乡副乡长曹丽芳

表示，“文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普查可以让更多的人

了解和认识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

内涵，促进文化传承和发展，激发

民众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 ”

文物是历史的“活化石”，是

传承文化最好的物质载体。 今后，

怀仁市将继续全力做好文物普查

工作， 通过文物普查挖掘文物价

值，促进文物保护，增强文化传承，

让更多沉睡在怀仁的文物“苏醒”，

连接现代文明 ， 化身历史“解说

员”， 为世人讲述历史长河中的怀

仁故事。

（高培富 王荣 王晓丽 唐丽）

晋剧《望海楼台》进京演出大获成功

展现晋中文化魅力

近日， 山西省晋中市演艺

有限公司精心创排的晋剧《望海

楼台》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连续两

晚成功上演，赢得了首都观众的

热烈掌声和高度评价。这部由传

统晋剧《打神告庙》改编而成的

剧目，不仅保留了传统艺术的精

髓，更融入了现代元素，展现了

晋中市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

的卓越成就。

在演出过程中， 观众被剧

中弘扬真善美的故事情节和演

员们精湛的演技深深吸引。每场

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表达了对

演员和晋剧艺术的由衷敬佩，争

相与演出人员合影留念。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及山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的领导和专

家也亲临现场观演指导，并对该

剧给予了高度评价。

《望海楼台》此次进京演出，

不仅是一次艺术展示，更是一次

文化交流。 该剧的成功演出，不

仅彰显了晋中市在戏曲艺术方

面的深厚底蕴和创新精神，也进

一步扩大了晋中文化的影响力。

通过此次演出，更多的人开始了

解晋中、认识晋中，并对这片充

满文化魅力的土地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的编

剧、作曲、导演全部是本土艺术

人才，他们在遵循传统晋剧艺术

风格的基础上， 通过大胆创新，

在唱腔、舞美、音乐、杂技等方面

取得了新的突破，使该剧具有了

独特的艺术魅力。主演郑芳芳凭

借精湛的演技， 成功夺得第 31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再次为晋中

市争得了荣誉。

此次进京演出的成功 ，是

晋中市在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

取得的一次重要成果 。 晋中市

委、市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文

化事业的发展，把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晋剧作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 未

来，晋中市将继续加大对文化事

业的投入力度，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

展，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市贡献

力量。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晋中市

的文化事业将取得更加辉煌的

成就，为更多人带来精神文化上

的享受和心灵上的滋养。

（卫奎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