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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我们的新时代 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书记访谈录

“2022年是省委确定的‘基层治
理能力提升年’。今年以来，下曹麻
村依托活动阵地、紧扣群众需求、聚
焦‘五好五高五化’，在原有党群服
务中心的基础上，建设了产业发展
中心、党员教育中心、平安法治中心
和乡风文明中心，进一步发挥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抓党建促
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走深走
实。”日前，介休市洪山镇下曹麻村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丰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聚焦“理论好、素质高”，打造制
度化党员教育中心。李丰收表示，
今年以来，下曹麻村党支部以丰富
党性教育、组织开展活动、强化理论
学习为目标，在党员教育中心安装
电子屏幕，通过视频学习，进一步提
高党员的学习效果。党支部根据党
员的年龄、职业等特点，创新开展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采
用“支部育、党员诺、群众评”的党员
培养管理模式，设立党员先锋岗、示
范岗、责任区，组建党员志愿队，激
励引导党员在疫情防控、护林防火、
防汛救灾等工作中争当表率。同
时，确定每月 5 日和 25 日为党员义
务劳动日，建立存折式积分册，不断
激发党员服务群众、争当表率的积
极性。

聚焦“服务好、效率高”，打造专
业化党群服务中心。李丰收说，自
村“两委”换届以来，下曹麻村实现
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
挑”，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干劲十

足。自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下曹麻村秉持

“阳光、规范、廉洁、高效”的工作要
求，以“让群众最多跑一次”为服务
宗旨，成立便民服务中心，下设党
建、计生、民政等多个综合窗口；设
立群众阅览室，不断丰富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健全村干部坐班值班
制度、便民服务代理制度，将大学生
村官、后备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和农
村各类致富能人吸收到各个中心，
全员参与管理服务，当好服务群众
的“店小二”。

聚焦“队伍好、水平高”，打造精
准化平安法治中心。李丰收表示，
结合全科网格化管理，在下曹麻村
推行“党建+网格”治理模式，将全村
划分为 6 个四级网格、16 个五级网
格，按照“一网格一支部”的标准，成
立了 6 个网格党支部、16 个网格党
小组，并配备了 6 名网格党支部书
记、16名网格党小组组长，有效发挥
了“网格”在社会治理中的“微单元”
作用。充分利用网格员“人熟、地
熟、社情民意熟”的优势，开展普法
宣传，组建矛盾调解队伍，努力把各
类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筑起
社会稳定、平安建设的“第一道防
线”，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

聚焦“思路好、收入高”，打造特
色化产业发展中心。李丰收说，近
年来，下曹麻村面临村集体经济增
收乏力、经营性收入占比低的难
题。今年以来，在村党支部的领导

下，下曹麻村积极争取农业生产托
管项目，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流
转村民的土地经营权，再对土地进
行集中托管，通过机械化、规模化
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加快了农村
土地规模化经营进程，有效解决了

“谁来种地”的问题。此外，为进一
步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下曹麻村还积极发
展壮大曹麻醋、豆制品等特色产
业，仅曹麻醋坊的年销售额就达
100 万元。

聚焦“规矩好、奖励高”，打造浸
润化乡风文明中心。李丰收说，今
年 4月，下曹麻村组织镇村干部、党
员群众共同完成农耕图和特色产业
图，还原农民在田地辛勤劳作的场
景以及曹麻醋坊起源时的场景。同
时，探索建立“道德银行”，借鉴银行
储蓄理念，引导村民树立“储蓄道
德，收获幸福”的理念，将村民行为
转为“道德积分”，并确定每月 15日
为积分兑换日，村民可将积分兑换
为柴米油盐、日化用品等实物。“道
德银行”的建立，不仅激发了村民参
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
且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
格局奠定了基础。

李丰收说，在建设“一堡垒五中
心”的基础上，下曹麻村还提出“5+
N”服务模式，增设了“两站一廊两中
心”。依托“一堡垒五中心”的功能
发挥，下曹麻村切实打通了为民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党旗飘扬风帆劲 凝心聚力促发展
—— 访介休市洪山镇下曹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丰收

本报记者 李晓雯

大漆之美，坚牢于质，光彩于
文。作为我国四大漆器之一的平遥
推光漆器，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以独特的手法推光而著称天下。

来到平遥县，走进薛氏漆艺研究
院，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典雅质朴。副
院长薛晓东正全神贯注创作自己的
漆器新作《鹤翔锦绣》。

朱墙黄瓦、雄伟壮观的故宫上
方，象征富运长久的数只仙鹤在空中
盘旋，素朴纯洁、神采飘逸。

“故宫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巅
峰代表，鹤是中国人喜爱的吉祥之
鸟，我将两者放于一幅画中，综合运
用描金、彩绘、擦色等多种工艺，力求
将锦绣中华美如画的独特魅力展现
出来。”简短的几句介绍之后，薛晓东
带领我们走进大厅欣赏更多的推光
漆器。显然，在巨幅的作品面前，再
华丽的辞藻都不足以表达其赋予的
深厚内涵以及作者所付出的心血。

出身于漆器世家的薛晓东，从小
跟随父亲薛生金学习平遥传统漆器
髹饰工艺，每件作品都需多道工序才
得以面世，手掌推光行云流水，擦色
描金风生水起。在薛晓东眼里，每制
作一样漆器，就是对传统工艺的一次
致敬。

在薛氏漆艺研究院里，屏风、挂
屏、首饰盒、漆盒、圆盘以及各类漆器
艺术品，琳琅满目、流光溢彩、美轮美
奂，这都是薛晓东及父亲多年来创作
的作品。“传统是根，创作是魂，一幅
作品不是技艺越多就越精美，不能光
凭多种技艺的拼接进行创作，一定要
融入自己的思想，还要符合现代人的
审美。”薛晓东介绍道。

薛晓东毕业于福州大学厦门工
艺美术学院，1993年，又到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进行深造，他将父辈的传统
工艺经验和院校工艺美术系的专业
技巧结合后，创作出了一件件艺术精

品。相较于传统创作中大红大黑的
配色和平光亮的特点，薛晓东更热衷
于描金彩绘中的擦色工艺，将白与
金、黑与灰搭配，让古老的工艺迸发
出新的创意。创作中，他还将擦色和
描金工艺相结合，通过哑光设计，赋
予作品鲜明的时代特征。

薛晓东明白，想让根植于平遥
的千年技艺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要在历史中传承，在传承中创
新。在洛神系列、鹤系列的作品中，
薛晓东博采众长、大胆实践，将漆器
之华、漆器之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
度。多年来，薛晓东的作品斩获 20
余个全国工艺美术大奖，漆盒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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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件作品被收入中国百名工艺美术
大师作品集。

“创作一件精美的漆器，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一定得坐得住，要持
之以恒，耐得住寂寞，方能成就一名
成熟的工匠。”薛晓东介绍。

推光漆对技工的苛刻要求造就
了漆器的精致典雅。仅画工就需要
学习至少 3 年以上的时间，掌握了
绘画的基本技巧后，才允许在漆面
上勾红点翠、独立操作，每一个推
光漆器的背后，都有五六个甚至十
几个技工的辛勤付出，培养一名技
艺娴熟的工艺美术师至少要花 8 年
以上的时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匠心精神，才能
生生不息。

大漆温厚一如匠人初心，妙手生
辉闪耀匠人使命。“一以贯之地将一
件事做精、做细、做好。”这是薛晓东
的信念所在。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者，以匠心致匠艺，追求精益求精，
保护好推光漆器这项文化瑰宝，把富
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
大、推向世界，薛晓东在漆器创作的
天空一路展翅翱翔。

匠 心 传 承 千 年 漆 艺
——记“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平遥县薛氏漆艺研究院副院长薛晓东

本报记者 冯静宁

薛晓东正在进行推光漆器艺术创作。 本报记者 唐伟青 摄

志愿者是无私奉献的使者。他
们在街头巷尾默默奉献、在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对于晋中新青年高校志
愿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来说，不求回
报是团队每名志愿者的真实写照。

多年来，晋中新青年高校志愿者
联合服务中心团委依托党建带团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运用“政府力
量+党员+团干+社工+社区工作人
员+志愿者+社会力量”的模式，在活
动中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近日，晋中新青年高校志愿者
联合服务中心团委被共青团山西省
委评为“山西省五四红旗团委”。

组织号召更多力量投身志愿队
伍。2017年以来，晋中新青年高校志
愿者服务中心团委积极组织青年和
社会力量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形成了
社会公益、志愿服务“校校联动、校地
结合”常态化机制，推动志愿服务向
项目化、精准化、常态化、基层化和专
业化方向发展。多年来，由晋中新青

年高校志愿者服务中心团委组织开
展的 2 个志愿服务项目获得国家级
奖项，多个志愿服务获得省级奖项。

疫情发生以来，晋中新青年高校
志愿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组织青年
志愿者投身抗疫一线，协调成立晋中
市“抗击疫情·联防联控”志愿者指挥
调度中心，积极开展服务活动，打造
出“战疫志愿服务的晋中模式”，并在
全国进行推广。据统计，疫情防控期
间，自发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的志愿者
服务队、社会组织等团体共计 501
个；招募志愿者 37176 名，其中党员
602 名、预备党员 183 名、共青团员
8355名。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把爱传递给
千家万户。2021年，晋中新青年高校
志愿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围绕国家、
省、市志愿服务工作的有关要求，在
共青团晋中市委、共青团榆次区委的
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充分
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不断为民办实

事，引领青年思想，凝聚青年力量。
去年 10 月，我省出现有气象记

录以来秋季最强降水过程。灾害发
生后，共青团晋中市委、市文明办、市
红十字会联合晋中新青年高校志愿
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组织各级社会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与省内外多
个公益组织共同建立了社会力量支
持山西抗洪协调台，并成立了晋中市

“救灾晋行时”志愿服务工作中心，与
社会志愿服务组织有序配合各部门
开展抢险救灾以及灾后重建志愿服
务，及时将价值 118万余元的抢险救
灾及灾后重建物资发放到灾区。持
续推进“春暖社区”大学生进社区志
愿服务项目。2021年，该项目在市城
区 70个社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12 次、参加志愿者 2500 人次，为社
区孤寡老人、贫困家庭及其他群体提
供帮扶1.85万人次。有序开展“青暖
童心”关爱困境青少年志愿服务项
目。2021年，晋中新青年高校志愿者
联合服务中心团委推出“志青春·暖
困境”、“七彩假期”大学生“三下乡”
志愿服务项目等，开展关爱困境青少
年志愿服务活动 12 次，参加志愿者
1500人次，共为 650余名困境青少年
提供作业辅导、心理咨询、“五防”教
育、爱心陪伴、兴趣爱好培养等服
务。与此同时，晋中新青年高校志愿
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还不断宣传推
广“‘志’助游”文明旅游志愿服务、

“青春红丝带”大型防艾巡回宣传志
愿服务、“青山绿水‘志’青春”环保行
动志愿服务等项目，将志愿服务力量
传递到每个角落。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晋中新青
年高校志愿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将
继续带领志愿者坚守初心、勇于奉
献、凝心聚力，弘扬社会正气、传播文
明理念，在新的奋进之路上，奉献青
春力量。

让 爱 温 暖 千 家 万 户
—— 记“山西省五四红旗团委”晋中新青年高校志愿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

本报记者 李文娟

晋中新青年高校志愿者联合服务中心团委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
本报通讯员 党炳文 摄

和顺县李阳镇回黄村位于和顺县城西北，村落依山
而建，松溪河穿村而过。从古至今，村民们在这片富庶的
土地上辛勤耕种、奋斗不止，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具
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文化、旅游价值。2013年，回
黄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2019年，成为和顺县“牛

郎织女消夏避暑文化旅游艺术节”无人机比赛赛点，之后
每年都会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摄影家、画家到此采风，也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成为和顺民俗旅游发展的一张
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 唐伟青 通讯员 魏新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