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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4 日，山西

寿阳·下洲影视城项目启动仪
式在宗艾镇下洲村举行。

近年来，宗艾镇锚定争做
乡村振兴排头兵的目标定位，
立足文化、产业、交通优势，举
办下洲古村首届文化旅游节，
打造文旅“燃爆点”，统筹推进
农康旅融合发展。影视城项目
依托下洲村的村容村貌、历史
遗址等实景，搭建影旅双创产
业生态平台，将影视拍摄基地、
风景区、民宿、餐饮等相关产业
整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树
立“山西·寿阳·下洲影视城”影
视旅游品牌。

“第一次来下洲村感到非
常震撼，这些非遗项目让我特
别激动。”演员朱时茂在下洲古
村感受到了寿阳群众的热情，

“我会非常努力地把寿阳的优
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

“寿阳环境优美、气候宜
人，真的是避暑胜地。”这是中
国曲艺家协会理事李菁的第一
印象，“下洲村的古建风格特别
适合一些影视剧题材的取景拍
摄，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能
够发展到更多类型的景别，一
定会吸引更多摄制组到寿阳
来，让更多观众了解寿阳、走进
寿阳。”

《沉睡的秘密》是落户影视
城的首部警匪题材剧。剧组演
员宓蜜很激动：“希望能通过我
们的剧把寿阳的非遗、景色、人
文等特色推广到更远的地方，
让更多的人知道寿阳。”

红盛文化投资（海口）有限
公司董事长韩冬旭表示：“影视
基地非常符合未来文旅发展方
向，而且它已经具备了中型影
视城的建设规模，如果能够再
辅助性地建设一些场景，会更
完善。”

影视城项目的引进和建设是寿阳县深入挖掘
本地文化资源、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
深入发展的生动实践。随着影视城项目的逐步推
进和运营，将进一步推动寿阳文化产业创新升级，
形成产业联动效应，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深
度融合，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宗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兴民表示：“将深
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创新发展思路，挖掘传
统文化，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努力打造
美丽富裕文明乡村，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
大动力。” （孙凯 李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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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7日，寿阳县“千年福地 非遗
花开”非遗展演活动在平头镇黑水村举办。活动
汇聚了全县非遗精华，展示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吸引了众多游客。

展演活动中，寿阳县的传统艺术瑰宝纷纷亮
相。神秘而古朴的傩舞表演，让人仿佛穿越了久
远的时空；竹马、耍叉等非遗节目以独特的表演形
式，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此外，剪纸模特
秀、一笔双钩书法等非遗项目的现场展示，也让观
众沉浸其中，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千年福地 非遗花开”非遗展演，作为“最美
八月 寿乡等你”2024寿文化康养产业园体验周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游客打造了一场视觉与
听觉的盛宴，也向外界展示了寿阳独特的非遗文
化魅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康养产业新高
地注入了新动力。

汇聚非遗精华 展现文化魅力

寿阳县举办非遗展演活动

本报讯 八月的寿川大地绿树葱茏，八
月的寿星之乡凉爽宜人。为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弘扬长寿文化，8月 14日，
“最美八月 寿乡等你”2024 寿文化康养产
业园体验周在平头镇黑水村启动。

启动仪式在傩舞、竹马、圪揽社等表演中
拉开帷幕。焰火与灯光秀表演，让现场观众
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深度交融；八卦掌和二
十四式太极拳，将千年智慧与敬老尊贤的寿
文化有机融合，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焕发出
新的光彩；气势磅礴的无人机，在空中排列出

“争当发展排头兵 建设幸福新寿阳”的字样
和寿星、朝阳阁、傩舞面具等代表性图案，将

开幕活动推向了高潮。此外，受邀参加体验
周的画家还现场谈了创作感受，黑水村推介
了寿文化康养研学精品线路，为观众呈现非
遗传承与长寿文化融合、生态农业与健康养
生携手的魅力寿阳。

郭秀芬是省级非遗大竹马的领队，刚刚
结束表演的她激动地说：“借体验周这个活
动，把省级非遗大竹马展示一下，让更多的观
众和游客了解寿阳非遗。”

张曦看着手机里刚刚拍到的无人机表演
照片说：“这个创意挺好的，开幕活动的互动
氛围很好，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传统非遗文
化和现代康养文化的碰撞交融。”

今年以来，平头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抢抓百里精品廊带建设机遇，按照

“以寿为基、以农为本、以文为魂、以旅为媒”
的发展思路，植入长寿文化、引入康养产业、
导入多元流量，围绕名人、名品、名吃、名舍、
名医、名礼，打造寿文化农康体验地，构建起

“一山三村六名产业”的发展布局。
张艳霞是土生土长的寿阳人，在观看开

幕式前，她和家人在黑水村体验了一把“深度
游”，看到如此大的变化，她心里很自豪：“寿
阳是福寿文化深厚的清凉胜地，欢迎全国、全
世界的朋友来寿阳体验寿星文化。”

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原则，平头镇

还推动黑水、山底、华南村连片组建农业科
技公司，引入国有公司合股参与，聘用专业
团队，对全园六大业态统一规划、共同建
设、集中运营、按股分红，不断壮大村集体
经济。

黑水村党支部书记杨晓明表示：“园区正
式投入运营后，通过分红到户、景区就业、房
屋租赁和自主经营等途径，带动60余人实现
家门口就业，村民人均增收 1000余元，村集
体增收130万元。”

据了解，此次体验周活动从14日开始到
18日结束，包含“黑水有礼 舌尖味道”优质
农产品夏季展销、“千年福地 非遗花开”非
遗传统表演、《当代寿星——油画名家笔下的
寿阳老人》油画展暨邢俊勤艺术馆开馆仪式、

“中医国粹 造福桑梓”学术交流推广活动和
“记住寿阳 千古傩情”情景剧首演等活动，
为广大游客提供文化的盛宴、味蕾的享受、心
灵的滋养、乡愁的慰藉，进一步擦亮“长寿之
乡·安养寿阳”特色品牌。

（孙凯 王凡 李迪一 闫俊楠）

最美八月 寿乡等你

2024寿文化康养产业园体验周启动
本报讯 8月 12日，寿阳县温家庄乡山底铺

村举办第二届文化艺术节。
艺术节在开场舞《盛世欢歌 幸福寿阳》中拉

开序幕。随后小花戏、寿阳民歌、快板、朗诵、晋剧
清唱、太行鼓书、柔力健身球等精彩节目依次上
演，十分热闹。

近年来，山底铺村以“打造宜居环境，建设水
美乡村”为抓手，高标准谋划、高水平推进，“三治
三建三评”创建行动取得实效，村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大幅提升。该村先后投资 910余万元，对村
中河道进行清淤，砌垒石坝，两岸种植风景树
1000 余株，新建过桥 3座，打造小景点 5处；投资
27万元，打深井1眼，新建 50 立方米蓄水池1座，
新建改造旱厕 16个，硬化路面 6500平方米；筹集
资金362万元，圆满完成村内殿庙、戏楼及祠堂的
修复工程。今年，该村又自筹资金，启动古建牛王
庙的修复工程，届时美丽乡村将再添新景。

寿阳县温家庄乡山底铺村举办

第二届文化艺术节

打造宜居环境 建设水美乡村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寿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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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花打铁花

近日，寿阳的“一面墙”火了，墙上涂鸦了
民谣歌手赵雷的歌曲《程艾影》中的一句歌
词：永远都像初次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大
胆的配色，浪漫的辞藻，年轻的涂鸦文化，吸
引着众多游客打卡留念。

除了网红墙，寿阳的美食也吸引了大批
游客。“寿阳小烧烤，味道好不好！”“今天来打
卡寿阳特色美食——挠”“来了寿阳不吃猪头
肉等于白来”……越来越多的网红化身“推介
官”，借助新媒体平台向大家全方位展示这座
太行山西麓的城市。

祁寯藻故居、尹灵芝革命纪念馆、下洲村
古村落……从美食开始读懂这座城市，再从
城市底蕴开始爱上这座城市。游客们出游热
情持续高涨，寿阳文旅市场热点不断涌现，彰
显着县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与活力。

以文塑旅 “出圈”引流量

“传统的打铁花技艺太令人震撼了，铁如
花、火如雨，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妙绝伦的视
觉盛宴。”来自太原的游客刘国强高兴地说，
这次活动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铁花耀夜空，瞬间点燃“流量”火花，寿阳
文旅产业焕发新活力。因打铁花这一传统技
艺，寿阳在网络上风靡一时，激发了网友们的
浓厚兴趣。成群结队的游客携亲带友，踏上
了这片山水相依的土地，开启了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

“寿阳县文脉绵长、名士云集，县内寿星
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红色文
化交相辉映，是一处绝佳的旅游胜地。”游客
李凤祥说道。

文化和旅游相生共兴、相辅相成。如何
推动文旅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转
化，促进全县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寿阳县给
出了自己的答案。

深度挖掘文旅资源，策划推出古村探秘
游、乡村生态游、养生休闲生态游等多条一日
游、二日游旅游线路。“五一”期间，接待游客
13.38万人次，总收入达 648.06万元；打造文
旅特色品牌，编排大型精品剧目《傩舞千秋》，

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达百万人次，挖掘整理《寿
阳民歌集》，筹备寿阳民歌专场演唱会，新编
戏曲《锦绣寿川》、创作京东大鼓《寿阳颂》，编
排高跷竹马戏《华容道》并演出22场；实施文
化人才队伍建设，开展非遗、声乐、锣鼓培训，
为文化品牌打造提供人才资源保障。

全域美颜 “流量”变“留量”

乡村振兴，绿意盎然。寿阳百里精品廊
带建设，引领流量转化新潮流，打造乡村振兴
新地标。今年以来，寿阳县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为牵引，推出“三治三建三评”创建
行动升级版，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南燕竹镇
南燕竹村、平头镇黑水村、平舒乡龙门河村3
个“燃爆点”，打造“一点一特色、一路一风景”

的乡村振兴百里精品廊带。
将一条普通的廊带转化为吸引眼球的

“奇迹”，寿阳县实现了“流量”转化为“留量”
的华丽蝶变。

在南燕竹镇南燕竹村的燕州小镇，一道
彩虹滑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节假日
期间，接待游客3万人次，集体增收8.5万元，
沿街商铺营收同比增长 30%；在平头镇黑水
村，通过文艺编排与体验做活“傩”文化，通过
饮食文化、中医调理、民宿养心做强“寿”文
化，通过艺术馆和写生基地吸引人流，全力打
造农康“燃爆点”；平舒乡龙门河村依托传统
文化与古村落建筑，对庆云阁一条街进行修
缮，将王家宅院改建成龙门客栈，增设文创产
品、龙门古酒、祁氏荣茶等摊位，展现古街商
道风貌。

以点带面、逐步铺开，带动百村并进。
宗艾镇举办首届古村文化旅游节，弘扬

下洲村特有的历史文化及人文资源，让古村
焕发新活力；西洛镇依傍潇河，打造特色文旅
品牌“潇河烧烤部落”；解愁乡依托地道战遗
址，建设种子坡地道战遗址，大力弘扬红色文
化；羊头崖乡建设潇河草庄——羊头崖段生
态休闲漂流项目，让村民享受旅游红利……

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游客，都能感受
到乡村振兴的强劲脉动，过客在这里转化为
驻足流连的忠实粉丝，一些商家看到商机也
纷纷加入进来。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寿阳旅游，我对我
的酒店非常有信心。”旅店老板王宁桑说道。

“目前，我们正在打造旅游精品路线，希
望能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这片土地，爱上这片
土地！”旅游公司老板张爱军说道。

品质出彩 网红变“长红”

夜市，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每当

夜幕降临，它便焕发出勃勃生机。华灯初
上，摊贩们纷纷支起帐篷，摆出各式各样的
商品，一条条街道瞬间变得热闹非凡。

“今年，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免租金等优
惠政策，为市民创业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平台。”便民市场摊主李二东说道。

让城市升腾烟火气只是寿阳县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寿阳县探
索建立了“以月答卷”机制，有效解决了一大
批企业诉求。同时，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
经营运行等方面，为企业打造公平的竞争环
境，给企业创造充足的市场空间，让企业家
心无旁骛安心投资、顺心办事、舒心创业。

今年上半年，寿阳县办理各类审批服务
事项 8241 件，其中，行政许可事项 7672 件，
占比 93.1%，网办率 100%；其他事项 216 件，
占比 2.63%；服务事项 110件，占比 1.33%；行
政确认事项 243件，占比 2.94%。

营商环境好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留
下来发展。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肯德基、瑞
幸咖啡、茶百道、赵一鸣等知名三产企业落
地寿阳，再一次敲响了经济发展的最强音。

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能够激励他们为消
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产品。

春宇超市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寿阳胖东
来”，优质的服务和放心的产品，赢得了大众
的一致好评。

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企业能将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提升服务质量上，更好地服务每一
位顾客。

寿阳，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放慢了各地游客的脚步，留住了城市的烟
火气，彰显出城市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
前景。

未来，寿阳县将继续锚定“争当发展排
头兵 建设幸福新寿阳”目标，不遗余力、创
意创新，让第三产业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

（赵文彦 郝佳丽）

争当发展排头兵 建设幸福新寿阳
—— 创新驱动打造寿阳经济增长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