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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依据造型图精心刻画獬豸
形象，切割打磨琉璃造型的边缘，在烧造
室查看试釉后的颜色……近日，在介休市
洪山村唐源古建琉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制
作工坊里，琉璃匠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他
们用智慧和汗水，将普通的原材料制作成
一件件精美的琉璃作品。

介休历史文化厚重，111项非遗记录
着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化。在这些非遗
中，洪山琉璃、洪山香独具魅力，匠人们用
心传承古法工艺，守护文化根脉，打造文
旅融合新标杆，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介休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刘文海说：
“我主要负责上釉、试釉以及最后烧制的
过程。上釉是拿素胚进行上釉涂抹，试
釉是拿小瓷片粘上一点釉料经过高温测
试这个温度形成的釉料的颜色，这都需
要层层把关。”

今年，对于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刘文
婷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结合国家级
非遗技艺传承与现代设计，琉璃的应用范
围得以拓展到家居装饰、小型装饰品和艺
术欣赏等多个领域，更贴近现代生活。

“像这个獬豸是比较呆萌的形象，是
五脊六兽其中一个，以前都放在屋檐上
面。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就是介休博物
馆的獬豸，因为呆萌的表情出圈了，吸引
了众多年轻人。现在正在制作獬豸冰箱
贴，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獬豸了解
琉璃文化，走进我们的介休琉璃，走进我
们的国家级非遗技艺。”介休琉璃烧制技
艺传承人刘文婷说道。

被看见，才能被守护、被传承。在探

索途径、拓展非遗产品销售渠道方面，非
遗匠人煞费苦心。

“我们去参加了深圳的文博会，还有
上海的招商引资推介会、北京的展会，还
与介休市职业中学、同文学院开展校企
合作，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
这项非遗，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非遗传
承过程中来，引导部分旅行社、研学机
构、美术机构开展非遗研学和美育课程。”

刘文婷说道。
走进恒瑞制香厂，一股淡雅而神秘

的香气扑鼻而来，仿佛瞬间穿越到了以
香为伴的古代。“以前，我们厂的制香
品 种 主 要 用 于 祭 祀 ，应 用 面 比 较 窄 ，
经过多年的研发和扩容，我们慢慢地
把它运用于茶馆、咖啡馆、中医馆，进
行针对性的创新和融合。目前，线香、
盘香、竹签香、柏木香等已经形成了规

模化发展。”介休恒瑞制香厂负责人郭健
美说。

琉璃的华彩之美，洪山香的沁人心
脾，当然还有其他介休所独有的文化元素
和文化符号，释放了介休本土特色文化的内
在魅力，实现了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的深度
融合，让一个个乡村在保留文化根脉的同
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武晓敏 李伟明）

介休市

创新传承方式 让非遗“火”起来

本报讯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关
键。今年以来，介休市龙凤镇遐壁村因地
制宜，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瞄准肉
牛产业，坚持“输血、造血、活血”三步齐
走，实现产业有发展、村集体有收益、群众
得实惠。

项目带动，强化“输血”力度。遐壁村
把项目带动作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重要措施，引进泰鑫肉牛养殖有限公
司，争取财政专项衔接资金 70万元，将牛
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与圈舍进行了
改建，改善了养殖条件，扩大了养殖规
模。组织村内困难群众等外出学习参观、
专业人员现场技术指导，打造成熟的技术

养殖团队。带动村内 10余户困难群众参
与肉牛养殖项目，两年累计增收3万余元。

村企联合，强化“造血”能力。建立企业
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的“双绑”利益
联结机制，引导闲置土地和劳动力向企业聚
集，有效破解农村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
难题。村集体和村民以土地入股、劳动力入

股等形式，参与肉牛养殖项目。今年以来，
遐壁村种植饲草360亩，实行统一管理，出
售给牛场供肉牛喂养专用，进一步强化自身
造血功能，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多元一体，强化“活血”效能。为进一
步提高产业附加值，遐壁村围绕特色优势
产业，积极探索肉牛产业链的延伸发展路

径。开展牛肉深加工业务，制作牛肉干、
酱牛肉等特色产品。利用“饲草种植—肉
牛喂养—牛粪储肥”闭环循环机制，发展
有机肥料，年生产360余吨，供应周边更多
农业种植户，切实形成“养、产、销”肉牛产
业链，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冀颖婷 李桂莲）

介休市龙凤镇遐壁村

立足资源优势 打造肉牛产业链

本报讯 眼下正是红薯成熟收
获的季节，在介休市张兰镇下李侯
村，20多亩红薯迎来大丰收，伴随着
机械的轰鸣声，一垄垄红薯破土而
出，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

走进下李侯村红薯种植基地，一
垄垄红薯秧苗绿意葱茏。随着挖薯
机穿梭而过，一个个色泽鲜亮、圆润
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农户们跟随
其后，分工协作，将新出土的红薯去
泥、分拣、装箱，忙得不亦乐乎，尽享
特色种植带来的甜蜜收益。

“今年，我们引进了冰糖心哈密、
紫糯、榴莲蜜薯等多个品种，亩产在
3500 斤左右，新品种的口感吃起来
软糯香甜，非常受欢迎。”下李侯村乡
村振兴办主任王佳琪说。

下李侯村土壤肥沃、气候适宜，
为红薯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在种植方面，该村积极引导农户
科学种田、合理施肥、精心管护，采用
连片式种植和膜下滴灌技术，不仅节
约了水资源，还大大提高了种植效
率。为了拓宽销售渠道，提高红薯的
市场竞争力，下李侯村还注册了“薯
百年”商标，并订制了不同分量的精
美包装盒，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将红薯销往全国各地。这种品牌
化、多样化的销售模式，不仅提升了
红薯的知名度，也为村民带来了更多
的增收渠道。

王佳琪说：“现在红薯的收购价
格在 2.5 元到 5 元，零售和批发的商
家来买的很多，不出村基本上就能卖
完，收益也比较可观。下一步，我们
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坚持走产
业化发展道路，把红薯打造成特色
农业品牌，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
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推动乡村产业
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靳丹丹 李伟明）

介休市张兰镇下李侯村

红薯喜丰收 田间收获忙

本报讯 今年以来，介休市城关乡
罗王庄村坚持生态产业振兴与美丽乡
村建设双线融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

穿过村口的小广场，宽阔的主街
道和数十条改造硬化的小街巷把一排
排别墅式农家庭院串联起来，一幅生
机勃勃、悠然自得的美丽乡村画卷徐
徐展开。罗王庄村属于典型的城边
村，依托城郊优势，村“两委”下大力气
改善基础设施，不仅将全村污水管网
接入了城市污水管网，集中供热供气也
实现了全覆盖。

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
花。10 月 5 日一大早，腾腾向上的蒸
汽和沁人心脾的豆香从罗王庄豆腐工
坊弥散开来。豆腐工坊这个项目是罗
王庄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有
益尝试，也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创
建项目。豆腐工坊占地 205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通过合作经营
的模式，形成豆腐产业共同体，每天能
生产 1000 斤豆腐及豆腐皮、素鸡等豆
制品。

近年来，罗王庄村着力发展非遗
文化传统豆腐制作手工艺，豆腐工

坊研学基地应运而生。从磨豆、过
滤、点浆再到压制成型，在研学基地
里都能完成，不到一个小时时间豆
腐就新鲜出炉了。今年，罗王庄村
依托现有产业优势，打造“产业+乡
愁”特色场景，让罗王庄豆腐成为村
民致富的产业 IP。

下一步，罗王庄村将把豆腐产业作
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引导农户
科学种植大豆、黑豆、富硒大豆等作物，
保障豆腐制作原料稳定供应，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
双重提升。通过电商平台，推动豆腐产
业创新发展，发展采摘园经济，形成集
研学体验、休闲采摘、品尝美食的特色
生态体验路线，为村民增收、壮大村集
体经济、加快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申伟华 李伟明）

介休市城关乡罗王庄村

人居环境有“颜值” 产业发展有产值

本报讯 今年以来，介休市义棠镇南村聚焦百姓期盼，抢抓秋
季施工黄金期，积极组织施工单位，加快推进集中供热工程实施，
努力将集中供热这一民生实事办好办实，办到老百姓心坎上。

科学规划、提前部署，下好思想认识“一盘棋”。南村村“两委”
高度重视，组建集中供热推进专项工作小组，征求村民意见和建
议，积极谋划部署，科学规划设计，监督施工过程，全力以赴保供保
热，确保供热运行平稳有序。据了解，此次供热工程改造面积约
3.5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

凝心聚力、上下联动，织密供热运行“一张网”。南村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动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志愿者进家入户，
广泛宣传集中供热的知识和政策，及时解答村民的疑问和困惑。
下乡驻村干部、南村村“两委”干部利用夜晚和周末时间，走街串巷
了解居民取暖现状、需求和意愿，详细讲解集中供热政策、收费标
准和施工安排，耐心解答村民关切的问题，协助村民解决在接入集
中供热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目前，已累计走访村民200余户。

隐患排查、长效保障，拧成安全保障“一股劲”。南村紧盯工程
安全和工程进度，先后多次召开集中供热村民代表会、工程研讨
会，收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与施工方现场沟通、现场解决，
确保集中供热工程顺利运行。同时，村监督委员会成员就地转化
为义务监督小组，全程参与质量管理和监督工作，接收群众意见，
接受群众监督。

（冀定斌 张茂林）

介休市义棠镇南村

供热“加速度” 民生增温度

本报讯 今年以来，介休市自然资源局
积极挖掘耕地后备资源潜力，加快推动补充
耕地项目实施，压实耕地占补平衡责任，保
障全市耕地保有量。

压实责任，高位推动。补充耕地工作是
耕地保护的重要环节。介休市自然资源局
高度重视补充耕地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高位推动，统筹推进资金保障、工程实
施、项目验收等，全力做好指标入库工作。
吃透、用好政策，深挖耕地后备资源潜力，合
理安排各环节工作，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严把质量，报备入库。实施补充耕地项
目的规范化、程序化，并加强项目后期管理
是完成补充耕地任务、报备入库的关键。介
休市自然资源局严把工程质量关，在种植管
护、举证技术上下功夫，组织相关领域专家，
严格按照项目验收规范组织验收，重点抓好
补充耕地项目水源保障、土壤培肥、种植管
护等环节，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
高。目前，4个项目正在准备审核入库。

倒排工期，推进实施。加快补充新的耕
地是增加耕地数量的重要保障。介休市自
然资源局积极推进 3个新的补充耕地项目，
其中两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已组织农业、水
利、生态、林业相关专家进行评审并立项，一
个项目完成前期踏勘，已与涉及农户签订同
意书，完成低效园地认定和生长期认定工
作。通过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进补
充耕地项目进度。

在补充耕地工作中，介休市自然资源局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在
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的同时，兼顾
生态保护，严禁弄虚作假，坚决杜绝盲目跃
进、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下一步，介
休市自然资源局将进一步健全补充耕地工
作机制，加强跟踪督促，加强项目储备，着力
提升补充耕地质效，筑牢耕地保护根基。

（贾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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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介休市西南街道新建西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新址投入使用，并在重阳节举办了“我们的节日·重阳——情暖重
阳 爱在社区”系列文体活动。

据了解，位于介休市旧汽车站的新建西路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新址于今年 7月开始动工修缮，新场所建筑面积 1129平方米，
科学划分为 9间功能室、1间便民服务大厅，阵地全面升级，服务
全面升格。

近年来，西南街道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探索资源整合，不
断深化基层社会治理，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建成了以便民服
务大厅为中心，集“有事来商量”协商议事会、党群志愿活动阵
地于一体的 15 分钟便民服务圈，为辖区群众提供政策宣讲、
文体活动、养老认证、医保缴纳、矛盾纠纷调解等民生服务，一
站式满足居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让广大居民感受便民服务带
来的实惠。

下一步，西南街道将继续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目标，
持续推进 15分钟便民服务圈建设，为提升群众生活质量按下“加
速键”，不断探索更多的民生“幸福圈”。

（荆磊 郭浩杰）

介休市西南街道新建西路社区

15分钟便民服务圈 “圈”出群众幸福感

洪山村唐源古建琉璃制品有限公司琉璃制品。 李伟明 摄

城关乡罗王庄村通过电商平台推动豆腐产业创新发展。 李伟明 摄

张兰镇下李侯村红薯种植基地村民采收红薯。 李伟明 摄

“情暖重阳 爱在社区”系列文体活动现场。 荣海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