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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旷地带无法找到遮蔽物时，应选择地势较低的地方躲避，避免成为雷电的目标。若来不

及到低洼地带，应双脚合拢蹲下并低头，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这样可以减少头部和身体其

他部位暴露在雷电中的面积。

在雷电天气中，应避免大步奔跑或跨步，因为跨步电压可能导致伤害。两脚并拢蹲下，可以

降低跨步电压的影响。

人多时，注意大家不要集中在一起，也不要牵着手靠在一起。如果有雨披的话，要披在身上，

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不要使用带金属杆的雨伞、锄头等工具，也不要佩戴金属饰品，以防引雷。尽量保持身体干

燥，避免潮湿增加导电性。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赵丽华（右二）在平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
互动。 本报通讯员 张全星 摄

本报讯 （记者崔斌）按照市委
统一安排，8月9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宣讲团报告
会在平遥县举行。市委宣讲团成员、
市委网信办主任赵丽华作宣讲报
告。平遥县四套班子领导，县直各单
位负责同志，各乡镇党委书记、各街
道党工委书记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县委宣讲团成员聆
听报告。

报告会上，赵丽华围绕“全会是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准确
理解《决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重大举措”“全力以赴抓好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4 个方面，对全会精

神进行全面宣讲和深入阐释。
赵丽华表示，学习好、宣传好、贯

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也是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肩负的重
大使命。要把学习全会精神作为党
的创新理论武装工作的一项重大任
务，按照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
切实做好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迅速
在全市上下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的热潮，确保全会精神在晋中
落地落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中
实践提供强劲动力。

2 个小时的宣讲，内容丰富、研
究透彻、阐释精准。参会人员边聆听
边记录，深受启发、收获满满。大家
一致表示，宣讲报告主题鲜明、内容
丰富，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盛宴，更是
一次心灵的洗礼。将以此次宣讲为
契机，紧紧围绕全会确定的目标任
务，在学懂弄通的基础上，立足实际，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动全会精神在
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会后，赵丽华来到平遥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宣讲，并与文旅行
业党员干部群众就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面对面、互动
式交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市委宣讲团在平遥县宣讲

全会精神点亮前行之路，处处洋
溢着奋发图强的激情与活力。

8月 9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
网信办主任赵丽华深入平遥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与文旅行业党员干
部群众就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进行深入交流。

平遥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旅游
资源禀赋优越，文旅产业发展要素充
沛。如何让平遥的文化资源“活”起
来更“火”起来？如何在交通快捷、景
点遍地的当下，把游客吸引到平遥感
受深厚的文化？

交谈中，党员干部群众结合自身

岗位实践，踊跃提问探讨，展现出对
平遥文旅发展蓝图的深切关注与热
切期盼。赵丽华以满腔的热情和深
入浅出的语言，巧妙地将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融入日常点滴，用一个
个鲜活的小故事、小案例，生动回应
了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激
发了大家深入思考的热情。

“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为
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平遥古
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明激动
地说：“我们将认真领会全会精神，加
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打造一
批文化味浓、体验感强的打卡地，以多
样化的文旅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
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
局长董晓霞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目标，
找准着力点，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推
动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互动交流
中，每一位参会人员都仿佛经历了一
场思想的洗礼，满载而归，信心与激
情在每个人心中熊熊燃烧。大家纷
纷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投入
到工作中，创新突破、争创一流，努力
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根植文旅沃土 砥砺前行之志
本报记者 崔 斌

本 报 讯
（记者张子珂）
近日，全市范围
内普降中到大
雨，左权县石匣
水库水位迅速
上涨，临近汛限
警 戒 线 。 关 键
时刻，东山供水
工 程 发 挥 积 极
作用，通过运输
管道以每秒 2立
方 米 的 流 量 向
祁 县 子 洪 水 库
实施精准补水，
不 仅 有 效 缓 解
了 石 匣 水 库 的
防汛压力，更为
下 游 平 川 地 区
输 送 了 宝 贵 的
水资源。

今年以来，
面 对 持 续 高 温
干 旱 与 突 发 强
降 雨 的 双 重 考
验，市水利局积

极作为、科学调度，凭借东山供水
工程的强大输水能力，将漳河流域
左权石匣水库、榆社云竹水库等水
库的丰富雨洪资源引入平川，至今
已累计调水超过200万立方米至祁
县子洪水库等地，为当地群众和农
业生产送去“及时雨”，有效缓解了
城乡供水危机。

据了解，东山供水工程是我省
境内一项跨流域引调水工程，将水
资源从相对富水的清漳河流域、浊
漳河流域调到贫水区的晋中南部
汾河流域，输水线路全长 257.6 公
里，由山西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的
子公司东山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建设和运营。作为“山西大水
网”的重要骨干工程，东山供水工
程自2009年开工以来，历经多年建
设，于2022年9月完成主体工程，同
年12月底实现试通水成功，现已全
面具备供水条件。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我市水利部门将继续发挥东
山供水工程的骨干作用，紧抓汛期
有利时机，依托石匣、云竹等水库
相对丰沛的雨洪资源，按照“轻重
缓急”的原则，逐步向平川地区的
祁县子洪，平遥源神庙、尹回，介休
下梁、南河、大沟等水库实施补
水。通过八库水资源联合调度，进
一步巩固和扩大“引漳济汾”的供
水成果，逐步建立起面向平川地区
城乡供水、农业灌溉及地下水回补
的常态化供水机制，为全市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资源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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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走进和顺县青城镇土
岭村平菇大棚，一节节食用菇菌筒整
齐排列，一朵朵蘑菇钻出菌包，如花
一样绽放，灰白色的菌柄撑起伞状菌
盖，犹如一把把“小灰伞”，长势喜
人。微微靠近，一阵阵的菌香扑面而
来，沁人心脾。村民赵彦瑞正在为刚
采摘的菌菇装袋，“5月我们就过来打
工了，日常工作就是装袋、采菇，一天
100元，也不耽误庄稼地里的活儿。”

土 岭 村 有 376 户 904 人 ，耕 地
1630 亩，以种植业为主导产业，是一
个典型的纯农业村。近年来，土岭村
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抓手，
整合闲置资源，引进大棚平菇种植，
发展特色产业，让蓬勃产业铺就乡村
振兴的致富路。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村“两委”积极谋划产业结
构调整，经过多方考察调研，引进食
用菌种植。大棚生产出的平菇口感
嫩滑、有嚼劲，在市场上备受欢迎，且

生长周期短，一个菌棒可采收五六
茬，可持续采收至 11 月，年产量可达
50万斤。“土岭村很适合种平菇，今年
我们承包了10个大棚，投资了40多万
元，装了18万棒。目前，销路很好，前
景很广阔。”大棚负责人李进成介绍。

近年来，青城镇结合本地实际，
以产业振兴为突破口，充分利用丰富
的土地资源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
灵活调整农业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
不断探索增收致富的新路径，大力发
展平菇种植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提升农民发展产业的热情，
全方位、多角度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下一步，青城镇将聚焦产业发
展，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保
障，根据村级实际情况，结合市场发
展前景，持续优化区域布局，多措并
举推进食用菌产业现代化发展，努力
将食用菌打造成为青城镇特色产业，
打响特优品牌，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
富。”青城镇副镇长薛玲珠说道。

小菌菇撑起致富伞
本报记者 李伟江

北天池山作为左权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壮丽的山峰、幽
深的峡谷、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溪流与蜿蜒曲折的山路，交织成一幅
自然画卷，成为观光、休闲、探险的绝佳去处。初秋时分，山色斑斓，
云雾缭绕，更添几分神秘与柔美。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摄

在晋中这片古
老 而 神 奇 的 土 地
上，大院文化如同
一 颗 颗 璀 璨 的 明
珠，镶嵌在历史的
长 河 中 。 在 这 众

多的大院之中，位于灵石县城东静升镇的王家大院尤为著
名，更以其精湛的“三雕”艺术，成为中国传统民居文化的
瑰宝。

盛夏已过，暑热未消。踏进王家大院，仿佛穿越时空，
来到了一个清凉的世界。古宅的青砖黛瓦在烈日下显得格
外古朴，院内古树参天、绿荫遮日、蝉鸣声声，为这座古老的
大院增添了几分生机。

“这里便是经明清两朝，历 300余年巨制，汇千院之精
华，尽显中华传统建筑艺术之美的王家大院。”王家大院景
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尹雄卓，一位资深的老员工，20多年
来，以其声情并茂的讲述，让这大院中的每一块砖、每一片
瓦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充满历史韵味。

随着人流，我们来到一个挂着灯笼的高耸门楼前，这是
一个三层砖砌的门楼，大红灯笼高高悬挂，仿佛在讲述着曾
经的热闹和繁华，这里，就是王家大院“五堡”之一的高家崖。

穿门进入院内，主院敦厚宅和凝瑞居皆为三进四合院，
每院除有高高在上的祭祖堂和两旁的绣楼外，又都有各自
的厨院、家塾院，并有共用的书院、花院、长工院、围院。站
在高处俯瞰，整个高家崖门里套门、院内有院，四通八达，让
人不禁心生震撼之感。

王家大院包含“五堡”“五巷”“五祠堂”等大小院落不下千
座。与高家崖东西相对的是红门堡，红门堡建筑群建于乾隆
年间，居住了王家从十四代到二十一代八代人。整个建筑群
依山而建，从低到高分四层院落排列，左右对称，中间一条主
干道，形成一个很规整的“王”字造型，再一端详，又隐含着一
条“龙”的逼真形态。堡内88座院落，各具特色，无一雷同。

除了雄伟壮观的总体气势，王家大院“规圆矩方、与人
为善”的家风也令人格外赞赏。在红门堡的一处匾额上，有

“规圆矩方”四个大字。奇特的是“矩”字多了一个点。据介
绍，这不是笔误，意思是在王家做事做人都要做到规矩多一
点。此外，庭院中楹联、匾额上悬挂的如“规圆矩方，准平绳
直；祥云甘雨，丽日和风”“宝珠玉不如宝善，友富贵莫若友
仁”等，都是修身、齐家的警句格言。

王家大院的“三雕”堪称艺术瑰宝。穿行在院中，随处
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从屋檐、斗拱、照壁到神龛、石
鼓、门窗，暂且不说雕琢的手法，光看表现的内容已然令人
眼花缭乱：岁寒三友、四季花卉、琴棋书画、莲生贵子、二十
四孝……真可谓尺木皆画、片瓦有致、寸石生情。

尹雄卓介绍，作为晋商宅院的典型代表，王家大院集中体
现了明清晋商建筑艺术特色和发展脉络。景区开放20年来，
已经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去年“双节”期间，景区接待游客22万人次。

近年来，王家大院景区在保留原有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文化创
新之路。一方面，通过举办各类文化展览、学术研讨会和文艺演出，吸引国
内外专家学者、艺术家及文化爱好者前来交流学习，共同探讨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另一方面，结合现代审美与市场需求，开发了一系列文创产品，
如以“三雕”艺术为灵感的文创纪念品、结合王家大院元素设计的服饰等，既
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又满足了现代人的消费需求。这些产品不仅深受游
客喜爱，也成为传播王家大院文化的重要载体。

青砖黛瓦，古韵悠长。
王家大院不仅是一处历史的
印记，更是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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