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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馀祁地，千载风华。《礼记·乐记》记
载“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宫音庄
重、商音刚毅、角音清新、徵音热烈、羽音柔
美，五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情感。
古音袅袅，法韵悠长，近年来，祁县人民法
院以音律之粹，涵养法院文化之基，依托古
城法院旧址，倾力打造祁县法院陈列馆，通
过钩沉历史人物、深耕历史史料、遍寻法律
文物，创造性地将古老而深邃的“五音”融
入法院文化建设中，全力建设法脉恒远、
专业精湛、作风优良、活力绽放的新时代
法院。

宫之律：红色传承，法耀初心——红色
文化引领前行之路

宫音之律，庄重沉稳。红色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法院文化建设的
重要源泉。祁县法院坚持以红色铸魂，为法
治筑梦，以物载志、以物明志，锻造法院人忠
诚、坚韧的内在品格。

该院将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队伍建设
相结合，依托古城法院旧址，建成集党建引
领、宪法历程、律史精粹、院史陈列、法治教
育、互动体验为一体的陈列馆。该院深度挖
掘本地法治人物，通过史料挖掘、党史研究、
家访访谈等形式，还原发生在古城中的红色
故事和先锋人物。该院在序厅展馆中开辟
专门区域，详细呈现优秀共产党人刘秀峰的

英勇事迹和珍贵照片等，让红色记忆触手可
及。展馆中展品的选放、文物的复刻、文字
的选摘均传达着对英雄人物的致敬。

商之韵：学“问”固本，法筑基石——制
度文化夯实发展之基

商音之韵，严肃端正。在法院文化建设
中，祁县法院将“三问”运用到审判管理、质
效评价、人员管理中，培育干警干的自觉、勤
的意识、能的开拓。

“三问”包括：常“问策”，建立科学合理
的案件流程管理机制，打造一体化诉讼服务
中心，推进“一站式”服务；勤“问绩”，以质效
为纲，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审判、
执行的监督制约；需“问学”，以能力立身，制
定科学的人员选拔、任用、晋升规则，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将优秀
人才充实到法院队伍中。

角之音：清廉为镜，法正风清——清廉
文化塑造廉洁之魂

角音之音，朝气蓬勃。廉洁文化是法院
的立身之本，祁县法院通过常态化提醒、规
范化监管、长效化反馈，为廉洁司法提供持
久生命力。

该院在办公区域随处可见廉政标语、廉
政展板等，将廉政提醒浸润到干警日常工
作。同时依托古城法院旧址打造廉政教育
基地，在序厅辟红色人物专区、在院史室中

设荣誉陈列区，将清廉文化与观摩教育相结
合，自开馆以来，已有 20多家单位、500余人
次前来参观学习。

徵之调：晋商精神，法促发展——晋商
文化激发传承之力

徵音之调，热烈激昂。祁县是晋商的发
源地之一，这片土地上的晋商精神是法院
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祁县法院在文化建
设中将晋商之诚信、开拓、担当融入法院文
化，让晋商文化精粹转化为法院文化建设
之驱动力。

400年前，祁地晋商开始萌芽，经历几代
人的接续努力后，法院旧址所在的古城西大
街发展成为执明清金融牛耳的一条重要街
巷，大德通、大德恒等票号当年从这里实现
汇通天下，而晋商独有的商规也成为解决行
业纠纷的准则和依据。古城法院旧址专设
契约、家规家训等展示专区，这些契约、家
训、商规均是晋商诚信精神的见证，也是民
间私约自治的重要文物载体，更是探究民法
历程的“活宝库”。

羽之乐：护航蓓蕾，法启未来——前沿
文化指引法治未来

羽音之乐，悠扬空灵。青少年是国家的
未来和希望。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祁县法院做深做实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不断提升少年

儿童特别是留守、流动、困境儿童的法治素
养和自我保护能力。今年 4月，祁县法院青
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正式揭牌，与辖区中
小学共同构建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社会支持
体系，与学校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选派优秀
法官担任法治副校长，目前已实现与 9所中
小学校共治共享青少年法治教育成果。同
时，该院开展“法伴童行、护航成长”法治宣
传教育活动，联合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
法局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系列活动，携
手县关工委、团县委、县妇联构建未成年人
审判工作社会支持体系，最大限度保护未成
年人权益。

在古城法院旧址内，青少年法治教育实
践基地也是一块亮眼的展示区，现已累计接
待学生研学参观 2000 余人次。通过设置模
拟法庭、法制史展区、互动游戏体验区等功
能区域，该院在展馆中实现教研相结合，让
青少年亲身体验法律程序，感受到法律的
威严。

“法院不仅仅是解决纠纷的场所，更是
一座传承文化、弘扬法治的精神家园。”祁县
法院院长李宏丽向记者介绍，他们将以守得
住历史传承的坚定信念、放得开创新思维的
豪迈气魄、做得精文化建设的执着追求，继
续倾力打造法脉恒远、专业精湛、作风优良、
活力绽放的新时代法院，让每一位走进法院
的人都能感受到法治的庄严与神圣，品味到
文化的厚重与深邃。

以音律之粹涵养文化之基
——祁县法院倾力打造法脉恒远专业精湛新时代法院

山西法治报记者 邢晓瑞 通讯员 李 明

本报讯 实施土
地托管是促进村集体
增收、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之举。今
年以来，祁县城赵镇
韩家庄村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积
极推进农业生产托
管，探索建立“农户+
村集体”的农业生产
模式，走出了一条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新
路径。

日前，在韩家庄
村的田间地头，收割
机马力全开收割着成
熟的玉米。伴随着
机器的轰鸣声，金黄
的玉米颗粒归仓，丰
收 的 喜 悦 溢 于 言
表。这不仅是自然
的馈赠，更是韩家庄
村实施土地托管战
略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韩家庄
村积极落实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
结合本村实际，由村
委会集中租赁农户
耕地，充分发挥现代
化机械设备优势，集
中种植、科学管理、
统一经营，实现了规
模化种植，集约化管
理，既降低了成本，
又提高了粮食产量，
让农户和村集体实
现了“双赢”。

如今，韩家庄村
的 100亩土地已成为
祁县农业农村局的高
产示范田，其余耕地
采用了先进的科技
滴灌技术，实施大豆
玉米套种。今年，村
里的农作物长势喜
人，丰收在望，村民
们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产业有了，村里
的面貌也焕然一新。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韩家庄村以
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为突破口，着力打造“村
洁净、户美丽、产业兴、农民富、集体强、乡风
好”的美丽乡村，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日益
增强。

村民马江浩感叹道：“这几年，我在外面
上班，每次回到村里，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
化。路平整了，环境也变美了，生活质量也越
来越高。”

下一步，该村将继续优化发展策略，
探索新的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他们将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步伐，全方位推进
乡村振兴，开创村强民富、可持续发展的
新局面。 （郭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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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祁县东观镇北堡村海燕薯
业合作社的 200余亩红薯迎来了丰收。只见
一堆堆新出土的红薯体态饱满、色泽鲜亮，村
户们忙着分拣、打包、装车，呈现出一派繁忙的
丰收景象。

北堡村土层深厚且疏松，有利于糖分的积
聚，加上日照时间长，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这
里的红薯具有甜软、细绵的优良品质。今年，
海燕薯业合作社流转土地后，精心挑选秦薯5
号品种进行了栽培，同时引进先进种植技术和

科学管理方法，有效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益，还
带动了村民务工就业。

红薯丰收之际，销售工作也迅速开展。每

天都有诸多客户联系购买，这些红薯正陆续被
集中批发对外销售，主要销往陕西、太原等
地。红薯的畅销，不仅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收入，也为地方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市
场筑牢了基础。

近年来，北堡村积极推动农产品向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通过种植红薯、西红
柿、白菜、茄子、黄瓜等特色蔬菜，进一步促进
了农业增效，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带动了农
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如今一幅民富产业兴的
画卷正徐徐展开。

（武晓雯 范嘉浩）

祁县东观镇北堡村

甜蜜红薯歌丰收

本报讯 近日，祁县峪口乡中梁村的山楂
树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活力和色彩。

走进中梁村的山楂林，灯笼般的山楂点缀
在绿叶之间，随风摇曳，美不胜收。果农们抓
紧农时，将成熟的山楂采摘、分拣、销售，整个

山乡田野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张云飞的果园里，一家人正忙碌地穿梭

在山楂的“海洋”中，他们有的在树上采摘，有
的在旁边整理，张云飞指着身边的一棵老山
楂树笑着说：“这棵树虽然已经有 30 多年的
历史了，但它的产量依然很高，品种也很好。

果实大而新鲜，顾客一看就喜欢。这几年，村
里的山楂供不应求，全国各地的客商都慕名而
来选购。”

山楂自古以来就有“果子药”的美誉，是药
食同源的佳品。其植株既耐寒又耐高温，适应
性强。张云飞家种植了五六亩山楂，每年的亩
产量能达到3000公斤。

据了解，中梁村共种植了 800 余亩山
楂，包括“大棉球”“大金星”“大五棱”等多
个品种。这些山楂果品质优良，深受全国
客商的青睐。每年山楂丰收后，都能迅速
找到销路，为周边务工的群众带来了稳定
的收入。

近年来，中梁村依托自身特色和优势产
业，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先行的发
展思路，立足资源和地缘优势，不断培育和壮
大山楂、苹果等特色种植业。该村还努力提
高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转变传统生产
观念，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大力发展特
色种植业，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
竭动力。

下一步，该村将继续推广新品种的苹果和
山楂种植，引进相关的深加工技术，扩大二三
产业的开发，为村民增收致富增添更多的渠
道，让乡村经济更加繁荣兴旺。

（郭佳丽）

祁县峪口乡中梁村

山楂丰收红满园

10月17日，由祁县医疗集团党委牵
头，祁县人民医院、昭馀镇卫生院科主
任、护士长组成的巡回义诊服务团队，深
入东观镇代家堡村开展义诊活动。活动
当天，医护人员为 100 余名村民进行检
查诊疗，并为 300 余名村民发放健康宣
传单，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

王明祥 渠李媛 摄

近日，在祁县城赵
镇 朴 村 ，村 民 们 正 欣
赏由祁县昭馀梨苑晋
剧院带来的晋剧《见太
娘》和《忠报国》。

免费送戏下乡惠民
工程是我市增加民生福
祉、提升基层群众文化
生活品质的一项重要举
措。此举不仅让基层群
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也激发了文艺院团
的创作热情。

武学宏 摄

巡回义诊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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