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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
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现场会上，左权县
荣获市委、市政府颁
发的 500 万元推进“百
乡千村”治理行动奖
补资金。县委书记石
勇从推开全域整治、
建设魅力乡村、健全
工作机制三个方面，分
享了左权县在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方面的经
验和成果。

人居环境是建设
和美乡村的基础。左
权县坚持把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作为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的一场硬
仗，着力实现“三个转
变”。由“问题治理”
向“制度治本”转变。
实行考核评定制、积
分兑换制，调动群众
参与积极性；构建无
缝 衔 接 管 理 体 系 ，保
障 环 境 整 治 常 态 长
效。由“重建轻管”向

“建管并重”转变。一
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另一方面推行部门
指导、乡镇监督、村级
管护机制，做到有制度
管护、有资金维护、有
人 员 看 护 。 由“ 条 块
式 ”向“ 全 链 条 ”转
变。加强垃圾收运体
系建设，在 58 个行政
村设立 130 个垃圾收
集点，全县 160 个行政
村配备专职保洁人员，
8 个乡镇和城区均建
立生活垃圾中转站，将
垃圾统一运输到县垃
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
处理，形成“户集、村
收、乡运、县处理”一体
化处理体系。

生态宜居是和美
乡村的关键。 左权县
立 足 各 村 立 地 条 件 、
资 源 禀 赋 和 现 实 状
况 ，以“ 红 色 + 山 水 +
写生+旅游”融合发展
为目标，以 15 个精品
示 范 村 为 串 联 ，打 造
麻田、桐峪红色旅游、
写生研学和拐儿乡村
艺术、田园风光 2 条精
品 路 线 ，扮 靓 了 乡 村

“颜值”，提升了村庄
内涵。同时，引导群众多元化发展小型庭院经济，让
乡村亮颜增值。

有效机制是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根本保障。 左权
县着力推行“三个机制”，保障工作扎实推进、常态长
效。项目化推进，整合各级衔接资金 3.8 亿元，社会资
本投资 4.5亿元，争取上级资金 3.2亿元，共计 11.5亿元，
铺排实施各类项目 139个，其中环境整治类 31个、产业
发展类 49 个、基础设施类 59 个，现已完工 105 个，夯实
乡村振兴基础。常态化调度，制定出台农村人居环境
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方案等，实行县领导包保、专班推
进，一日一通报、一周一研究、一月一调度，全面压实镇
村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确保按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目标化考核，将“双十示范、百村治理”行动纳入年
度目标责任制考核，抽调农业农村局、县委考核办、两
办督查室成立联合督查组，不定期随机检查督导，倒逼
工作落实。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过程中，左权县上下团
结一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左权的发展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部署，以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
质、推动乡村振兴为目标，结合实际制定出了科学合理、
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领导班子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
取民意，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各乡镇因地制宜，积极实施发展举措。辽阳镇充
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
城镇服务功能。石匣乡依托区位优势，发展特色种
植、养殖产业，推动城郊农业向“体验、采摘、研学、休
闲”融合发展。桐峪镇依托红色、绿色资源，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打造特色小镇。寒王乡以农业产业为重
点，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芹泉镇大力推
进果蔬产业发展，逐步构建起集生产、储存、销售于一
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同时，
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挖掘本土特色文化，为乡村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

农业、水利、交通、环保等各部门紧密配合，形成
强大工作合力。农业部门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
培育特色农产品，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水利部门加强
水资源管理和水利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提供可靠保障。交通部门不断完善交通网络，提升道
路通行能力，为经济发展打通“脉络”。环保部门加大
环境保护力度，推进生态建设，守护左权的绿水青
山。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为左权县的乡村振兴提供了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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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正值开学季，太行山深处的左权
县迎来了新一轮的写生热潮。

左权县依托巍巍太行的奇峰峻秀与
清漳河的九曲回肠，以艺术为引擎，打造
出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如今，这里已
成为规模大、配套设施完善、接待能力强、
合作院校多、国际影响力广泛的综合性写
生基地。

在这里，自然之美、历史之韵、人文之
光与产业发展巧妙相融。三大写生片区各
具特色，泽城片区以水彩、油画、雕塑为核
心，展现原生态太行民居村落景观；老井片
区将电影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成为
摄影写生点；桐峪片区以版画为主题，挖掘
红色记忆，打造红色研学写生点。

为满足客源多元化需求，左权不断完
善配套服务体系。做优基础设施配套，开
通写生巴士，构建“移动看家”管理平台，
为学生和艺术家提供安全保障，同时配
套建设中心广场等设施，让写生村落旧
貌换新颜。强化复合业态植入，紧盯学
生感兴趣、受追捧的事物，植入更多契合
当代年轻人消费的新业态，布局文创店、
奶茶店、咖啡屋、VR 体验馆、画材小站、
荷田水铺、移动 5G 直播舱、老井清吧等
经营业态，全面提升盈利能力。同时，推
进三产服务融合，随着写生基地的火爆出
圈，越来越多的师生前来写生、研学，有效
拉动了周边村庄物流、运输、采摘、文印、
种植养殖等多行业发展，累计间接带动就
业上万余人，这片土地不仅成为百姓的宜
居乐土，更成为经济发展的热土。

在运营方面，左权坚持标准化管理、品
牌化打造。优化运营机构，成立左权托芘
雅写生基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众多高
等院校和艺术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关系。精
细规范管理，针对不同群体需求设计写生
路线和套餐式服务，建立规范化管理体

系。专业品牌打造，以数字产业赋能，举办
写生节，成立中国写生基地联盟，扩大影响
力。写生产业发展注重联农带农，以写生
助推村级增收，拓宽就业渠道，促进户给人
足。同时，左权还以独特民俗文化拓展延
伸研学领域，打造民歌采风课和文学采风

课，吸引音乐院校和中文系学生前来研学
旅游。

三大片区全面投运以来，新增餐馆、便
利店、小摊位等各类营业主体70余家，有效
带动周边村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实
现“农户不离家，就能当老板”。据统计，各

餐馆日均接待量约 30人次，年营业收入可
达20万元以上。

艺术赋能让左权的村庄重焕生机，“左
权写生”持续火爆出圈。在这个开学季，左
权成为众多师生心中的“诗和远方”，也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开学季，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迎来写生热

中国钱币博物馆红色金融馆位于桐
峪 1941博物馆二层，展览主题为“红色金
融 薪火赓续”。该馆是中国钱币博物馆
分馆。知来处，方能明去处。中国红色金
融史是一部英勇的“战斗史”，也是一部辉
煌的“创业史”。革命要成功，既需要“枪
杆子”，也离不开“钱袋子”。在中国共产
党筚路蓝缕的百年历史中，红色金融作为
重要的组成环节，除了为不同时期的军事
斗争提供了一定物质基础外，还充分满足
了百姓需求，真正体现了共产党执政为民
的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
权的经济“生命线”，红色金融诞生于硝烟
弥漫的战争年代，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序厅：红色金融，薪火赓续。以太行山
脉为背景，冀南银行战士牵着驮钱袋子的
马匹组合作为入口主体，拉开一段可歌可
泣的红色金融史的序幕，通过天、地、墙互
联的空间融合，增强视觉冲击力。提取太
行山脉元素作为整体背景，党徽照亮空中
象征着太行山这片革命热土所谱写的波
澜壮阔的红色金融历史。把在太行山脉之
间牵马行走的冀南银行战士群像沿山坡坚
定前行作为主体进行凝练。雕塑下方是石
碑和展馆序言。序厅整体基调昂扬向上。

第一部分：破土萌芽，服务民生。大
革命时期（1923年 6月－1927年 7月），红
色金融萌芽破土。中国共产党早在创立
初期就开始关注经济金融工作，大革命时

期明确提出要创建农民自己的金融事业，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问
题，为开创我国新民主主义金融事业奠定
了基础。

第二部分：逆境生存，快步发展。主
要以大量油画展品作为主要呈现形式，重
点聚焦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
成立与发展。运用场景还原手段，展陈空
间整体采用灰、黑色作为主色调，体现逆
境时期斗争的艰难历程，展示中采用多媒
体和灯光点亮展陈，凸显逆境求索的革命
决心与对胜利的向往。

第三部分：发展壮大，支持抗战。此
展陈空间主要以展板和大量货币实物为
展示内容，讲述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晋冀
鲁豫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
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东江抗日
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等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浴血奋战，为发展经济相继建立银
行发行货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
要基础。

第四部分：稳定货币，迎接解放。抗
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
继续发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
区的日益扩大，各解放区的银行逐步增加
和调整，开始合并和统一，并扩大发行自
己的货币。这对稳定解放区的金融市场、
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解放战争起到
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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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白露时节，左权县迎来了一年一度开
杆打核桃的好日子。村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手持
长杆，纷纷走进核桃林，开启了这场丰收的盛会。白
露开杆打核桃，不仅是一场丰收的庆典，更是全县特
色农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拐儿镇路家庄村核桃林，随着竹竿一次次挥
下，青皮核桃如雨点般簌簌落下，发出清脆的声响。
村民们熟练地将核桃捡起，放入储物袋中，不一会
儿，一袋袋绿皮核桃就装得满满当当。

路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卢瑞兵介绍，目前，村里种
植核桃树 500余亩，今年实行托管后，增收翻倍，亩
产从 500公斤提高到 1000公斤，有效提升了村民种
植核桃树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今年以来，拐儿镇继续抢

抓县委、县政府“抢救性”发展核桃产业的重大机遇，
完善“联合党总支+企业+托管组织+核桃农户”的
产业发展体系，由山西光合绿化发展有限公司整体
托管拐儿镇 1.24万余亩核桃树，通过施肥、修剪、中
耕除草、病虫害综合防治等精细化措施，对核桃树进
行全方位、保姆式管理，解决了村民缺乏技术又疏于
管理的问题，有效提高了核桃的产量和品质。

左权县是有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核桃树总面
积约21万亩，涉及麻田镇、拐儿镇、芹泉镇、桐峪镇、
辽阳镇、羊角乡6个乡镇。近年来，该县依托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大力发展核桃产业，通
过引进优良品种、推广托管种植、加强品牌建设等措
施，不断提高核桃的品质和产量，使核桃真正成为当
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左权县

白露时白露时节核桃熟节核桃熟 开杆奏响丰收乐开杆奏响丰收乐

红色金融展厅一角红色金融展厅一角马背上的银行马背上的银行

路家庄村果农手持长杆打核桃

学生们在泽城写生基地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