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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第七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选拔赛上，太谷师范附属小学的参赛学生正在进行晋派砖雕等非遗项目
的“手工秀”制作。在活动中磨练意志，在比赛中收获成长，学生们通过动手实践，零距离感受了非遗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杨 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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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闫春晖）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市纪委
监委认真履行协同责任，坚决担起
案件线索查办直接责任，坚持用

“四账”工作法抓好问题线索核查
办理工作。

精准建账，明晰任务底数。
围绕中央第三督导组交办、省第
六驻点指导组交办、市县两级自
办三个类别，将全部问题线索科
学分类、专门建账、厘清底数；
把中央第三督导组交办问题线
索、省第六驻点指导组交办问题
线索、省市巡视巡察政法队伍发
现的问题列为重点，分批筛选建
立重点线索台账；对于干警主动
交代问题或主动投案情况，建立
政法干警适用政策专门台账。通
过分类建账、集中汇总，全面、
全过程掌握底数，打牢案件查办
基础。

科学管账，加快处置进度。
为了加快处置进度，推进常态化
问题线索处置，及时召开监督检
查专题会议 4 次，分析研判、加
快分办，开辟快查快处“绿色通
道”；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牵头，
对重点部门专门调度 20 余次，重
点案件专题研究 50 余个，压实
市、县两级工作责任；加快梳理
政法干警违规入股企业和扫黑除
恶专项办反馈的问题线索，集中
管理统一归口，建立工作衔接机
制，推动问题线索处置规范化。

动态核账，高效跟踪管理。
统筹市、县两级线索管理，及时
分办、转办、移交线索，实现互
通互联、动态统一；建立日更
新、周汇总机制，及时向省纪委
监委协同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专班办公室、省第六驻点指
导组、市领导小组报送问题线索
办理情况；每两日收集汇总问题
线索核查情况，及时反馈工作专
班，动态掌握工作进度。

攻坚销账，拓展工作成果。5
月 8 日，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开展
问题线索“清零行动”，明确时间
表、任务书，督促问题线索办理
按时保质完成；抽调 32 名精干力
量，组成 8 个下沉工作组，集中
力量限期处置办结一批问题线
索；组建专案组，由市纪委监委
直接调度，加快协办、督办、自
办案件办理，并推行“双日调
度”制度，定期集中研判，会商
督办解决问题；坚持兑现政策，
对全市主动投案或主动交代问题
的首批 40 名政法干警全部予以从
宽处理。在对这一批干部的处理
中，充分运用“四种形态”，由第
四种形态转为第三种形态不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1 人，由第三种形
态转为第二种形态由重处分转为
轻处分 5 人，第二种形态从轻处
理 9 人，由第二种形态转为第一
种形态免于党纪政务处分 25 人，
在全市树立了鲜明的政策导向。

市纪委监委“四账”工作法推动问题线索核查

走近非遗 感受魅力

寿阳县东关小学前身以寿阳刘
胡兰式的女英雄尹灵芝命名，即“尹
灵芝小学”。1964 年开始筹建，校
址原在朝阳广场东南汽车站院内，
1969 年迁至东关街北巷 14 号。原
为乡（镇）办小学，2001年撤乡并镇
后于 2004 年 8 月归属县城小学序
列。三易其名，先后沿用尹灵芝小
学、东关七年制学校、东关小学。
2020年12月，该校被寿阳县人民政
府命名为“寿阳县国防教育基地”。

为强化全体师生的国防观念、
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厚植学生的爱
国情怀，2019 年 5 月，东关小学先
后建成了尹灵芝展室、《诗言志》红
藏室，并且组织教师们编制了供低
高段学生及教师学习的《尹灵芝画
册》《诗言志》校本课程教材，从而
使校本课程开发、校园文化建设、
教学教育活动相互融合，让师生能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感受红色文
化的魅力。

尹灵芝展室内容包括 10 个部
分。第 1 部分以烈士纪念广场为
背景，让我们看到了血脉相连的红
色基因，彰显英雄力量和英雄精
神，极具视觉震撼效果；第 2至 9部
分为烈士事迹介绍，图文并茂，让
观者身临其境，信仰在此提纯，初
心 持 续 淬 火 ；第 10 部 分 为 实 物
（替代品）展示，这是战争年代的
特 殊 印 记 ，典 藏 了
历史，穿越了时空，
是历史最忠实的记
录者。

《诗言志》红藏
室，是全国范围内第

一家以“毛泽东诗词”为主题的红
色文化展览室。“诗言志”典出《尚
书·尧典》，意思是诗是言诗人之志
的，写诗应当表达人们的志向与愿
望。1945 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
石和平谈判期间，诗人徐迟拜见毛
泽东，当面请教怎样作诗并索字，
毛泽东题写了“诗言志”三字相
赠。而《诗言志》红藏室中“诗言
志”三字，就取自题赠的笔迹。展
览室内容分两部分，一是纵向地介
绍毛泽东诗词被引用、大量发表、
结集出版的历史以及对毛泽东诗
词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展示的主
要是各时期、各版本的书籍；二是
横向地介绍《毛泽东诗词集》中，部
分篇目诗词背后的创作故事和轶
闻佳话，展示的是毛泽东诗词在长
期的传播过程中，制作遗传的各种
实物。两个展室共陈列书刊 300
余册、字画 100 余幅、其他瓷器等
实物 500余件。

两个展室的展陈内容，很好
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为全校师生及所有参观者，提
供了一个学习红色文化、接受红
色教育、传承红色精神的平台，作
为学校课堂教学的延伸，构筑起
一方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自建
成开展以来，先后有省市县各级
领导及兄弟学校师生 6500 余人次
来参观学习，得到了普遍赞誉。

寿阳县国防教育基地

寿阳县东关小学红色教育基地

晋中国防晋中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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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稿件由晋中市国防教育办公室提供

初夏时节，走进薛氏漆艺研究
院，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古朴的院落
被“明艳”的漆器装点，一次次掌间
推磨，一笔笔纹样勾勒，“手艺人”沉
浸在安静的艺术时光里，副院长薛
晓东静坐窗前，神情专注，正在创作
一幅 3米长的松鹤图，与身后的绿竹
芭蕉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幅充满诗意
的水墨画。

“平遥古城三件宝，漆器牛肉长
山药”。其中的平遥推光漆器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最古老的
传统手工艺艺术之一。在平遥推光
漆器的传承中，薛晓东是新生代艺人
的代表。

受父亲薛生金影响，薛晓东从小
耳濡目染，对漆艺产生兴趣后，便开始
观察、学习。传统漆艺的精髓与漆文
化的深厚，激发了薛晓东对了解全国
乃至世界漆器艺术的渴望。1983 年
至1987年，薛晓东在福州大学工艺美
术学院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种漆器技
艺和绘画技巧，但他还不满足于此，
1994 年又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
深造，系统全面地学习了各种漆器技
艺和绘画技巧，为平遥漆艺的继承、发
展、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薛晓东的推光漆器作品，在继承
父亲薛生金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力求
创新。他不仅精通“三金三彩”“三色

金”等传统工艺，还取百家之长，突破
传统、大胆创新，形成了写实与抽象
兼顾、中西合璧且内容广泛的独到风
格。同时，使用新材料做坯体，使漆
艺作品呈现亚光效果，更加符合现代
人的审美，使古老的平遥漆艺不断焕
发生机。

2013 年，薛晓东的作品“两屉翻
盖首饰盒”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精品
展上荣获“巧夺天工金马奖”金奖；
2018年 9月，在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双
年展时，作品漆盒《翔》被国家博物馆
收藏，漆画作品《闹春图》被中国工艺
美术馆收藏。2018年，薛晓东被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成为继父亲薛生金、师兄梁
中秀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也成就
了“一门三大师”的传奇佳话。

“现代社会节奏很快，漆器的发
展一定要跟上时代，我们一方面要继
承传统，一方面要突破创新。”薛晓东
在潜心创作的同时，一直以平遥推光
漆器的传承与创新为己任，他告诉记
者，“平遥漆器人才梯队断档现象较
为严重。从业人员从学艺到能够制
作至少需要3年，但很多作坊、学员急
于求成，一入门就想着经济效益，让
不少好苗子流失，导致一些粗制滥造
产品充斥市场。”

为挖掘和传承平遥漆艺，积极培

养漆艺后备人才，薛晓东采取传统与
现代并重的教学模式，定期给徒弟们
上课，让他们多接触最前沿的漆艺作
品和理念；定期带领徒弟们观看展
览，运用现代理念去探究平遥薛氏漆
艺的传承与创新。他非常注重徒弟
们对漆文化以及对平遥漆器地域文
化的理解。“每一个推光漆器作品的

背后，都有五六个乃至十几个技工的
辛勤付出。正是有了这样的匠心精
神，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地传承下去。”薛晓东说，他要像父亲
一样，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引
领平遥漆器行业的年轻一代，在继承
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让平遥漆器
走上更大的舞台。

“ 漆 ”彩 斑 斓 凝 匠 心
—— 记市劳模、平遥县薛氏漆艺研究院副院长薛晓东

本报记者 王 菲

薛晓东正在描金彩绘漆面图案。 本报记者 唐伟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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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榆社县太星小
学组织师生到郝北镇八路军总部韩
庄修械所旧址开展红色之旅实践活
动。此次活动出行人数多、车辆
多、队伍长，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责任大。为确保师生红色之旅安
全顺畅，榆社县公安局主动承担
了此次出行的安保任务。他们提
前规划方案，合理安排警力，全
力为师生保驾护航。

出行前，榆社县公安局治安大
队精心谋划，未雨绸缪，组织民警
排查了韩庄红色教育基地是否存在
安全隐患，积极与学校活动负责人
对接，全面、准确了解师生们参观

红色教育基地的往返时间、线路，
并结合学校实际，在重要路口设置
警力进行重点看护，保障师生出行
安全。

出 行 期 间 ， 民 警 们 全 力 以
赴、尽职尽责，保持高度警惕细
心守护，不断为学生讲解安全常
识并时刻提醒学生听从老师和民
警的安排，保证师生安全有序参
观。活动结束后，民警们护送学
生安全返回校园，圆满完成了师
生红色之旅的安保任务，以实际
行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深入开展。

（张 杰）

榆 社 民 警 倾 情 护 航 师 生 红 色 之 旅（上接第1版）
5 月 25 日，记者走进山西广誉远

国药有限公司，一股子浓浓的中药味
道扑面而来。“正在烧制的这批姜炭，
是今早8点入炉的，现在已进入大火阶
段。”在炒制车间内，几个椭圆形被泥
巴包裹的姜炭锅正在炉膛内均匀受
热。负责煅干姜炭的老药工告诉记
者：“黝黑的姜炭是制作定坤丹的重要
原料，而煅干姜炭，是其中一道传统而
独特的炮制工艺。”一直以来，广誉远
始终强调“遵古法炮制”。除煅干姜炭
外，选用日晒夜露的陈醋炮制鹿茸、

“九蒸九晒”历练“熟地”、在豆腐中蒸
制安宫牛黄丸所需的珍珠粉，独特又
经典的炮制法是广誉远拥有蓬勃生命
力的秘籍所在。

素有“中药炮制活化石”美誉的广
誉远，是拥有近500年历史的中药老字
号，始终坚持传承古法炮制，在守正创
新中砥砺前行。“我们坚持以精选道地
药材和传承古法炮制为基石，通过上
游建设九大珍稀动植物种养（殖）基
地、中药饮片基地；中游建设中医药传
承基地、生产基地、科研基地；下游建
设广誉远国医馆、国药堂等，实施全产
业链打造高品质中药的战略。”山西广
誉远国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佩义告诉
记者，道地药材的使用是质量管控的

核心。为此，广誉远建立了云南、广东
穿山甲养殖园，吉林人参种植基地，东
北鹿茸基地，宁夏青海枸杞基地，安
徽、河南地黄、苁蓉、菟丝子种植基地
等九大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种植养殖基地。“尽管成本很高，有
的配方甚至出现价格倒挂现象，但广
誉远选用道地药材的标准，一直秉持

‘老字号’的坚守。”王佩义说。
为促进中药的创新发展以及产

业升级，广誉远先后与厦门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协和医院等合作
成立药物研究院及临床研究中心，
形成完备成熟的“产学研”一体化
模式，致力于将现代科学技术与方
法融入传统的经验科学中，建立科
学可行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中药
历史悠久，要创新就要去粗取精，
就要用科学数据来说话。从单方到
复方、从种植到提炼、从加工生产到
产品上市，都要有严格的质量控制
体系才能保证中药安全有效。”王佩
义介绍道。

正是由于坚守质量“生命线”不

动摇，广誉远的品质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认可，2020 年荣获第三届“山西省
质量奖”。

漫步于太谷区凤凰山脚下的广
誉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清新的空
气、古色古香的建筑、郁郁葱葱的绿
植，目之所见皆是风景，让人心旷神
怡。2015 年，广誉远开始建设“中医
药文化产业园”，以集产业、文化、
旅游、养生在内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推动“老字号”进一步转型升级。目
前，一期工程中医药传承基地、生产
基地及研发基地已建成投产，在继
承、挖掘、发扬传统制作技艺的同时，
通过引进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先
进设备，着力提高传统中药现代化生
产及管理水平。“我们还建设了总面
积 9300 平方米、配备有先进高端实
验及检测仪器的科研技术中心，以此
全面提升企业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为

‘老字号’的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王佩义说。在大项目的带
动下，“老字号”持续焕发新生机。
2020 年，广誉远营业收入完成 11.01

亿元，利润总额 3300.41 万元，缴纳税
费 1.18亿元。

为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广
誉远还加盟山西省中医药科技创新
联盟，与山西大学、山西中医药大
学、山西医科大学等 9 所科研院校和
企业携手，共同致力于建设具有创
新活力的中医药健康科技新高地。
此外，广誉远还建立了山西广誉远
中医药研究院、上海名中医俱乐部
等学术基地，旨在传承名医学术经
验，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其中，山
西广誉远中医药研究院由国医大师
及其弟子挂帅，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对经典名方、名老中医验方进行深
度挖掘，担负起中医药优秀文化传
承、经典名方验方的研究开发、中医
药传统技艺培训与继续教育的历史
重任。

漫漫历史长河中，广誉远始终
秉承着古训，将每一粒药都做到极
致，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前行，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

守 正 创 新 破 局 前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