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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雨鑫）2月11
日，全市2025年社火汇演活动协调
推进会召开。副市长梁艳萍出席并
讲话。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
局、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晋中广
播电视台等部门单位及各工作专班
小组负责人就活动相关筹备工作作
情况汇报。

梁艳萍强调，“怡然见晋中 欢
乐过大年”2025年中国社火之乡晋
中社火汇演活动，是深入践行市委
五届九次全会精神、持续打响城市
文旅新IP、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的重要举措。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
职，把做好安全工作放在首位，全力
抓好现场安全与舆情安全工作。要
做好节目衔接，并融入更多群众喜
闻乐见的元素，增强活动的群众性、
趣味性与互动性，全力营造全民同
乐热烈氛围。节目展演环节要巧妙
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全面展现晋
中的独特魅力。汇演期间，借助多
种媒体手段，广泛铺开宣传矩阵，全
方位多角度捕捉、记录精彩瞬间与
亮点人物，切实提升晋中的城市知
名度与美誉度。

梁艳萍出席全市2025年社火汇演活动
协调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王文安 通讯员
张晶）2月 7日，左权县物流配送中心
热闹非凡，客运车辆正紧张有序地装
载着发往石匣乡的快递货物。这是左
权县积极探索快递物流业转型发展路
径，依托城乡客运班线覆盖广泛的优
势，深入挖掘客运与货运的互补潜力，
创新推出的“客运带货”模式。

长期以来，快递下乡存在农村运
输距离长、投递量相对较低、快递下乡
运输成本高等难题。“客运带货”模式
通过客运与货运的同网、同源、同线运
营，成功破解了农村物流服务“最后一
公里”难题。左权县石匣乡村民郭建
玲对此赞不绝口：“以前，取快递得跑
到镇上，来回几十里路，费时费力。现

在有了‘客运带货’，快递直接送到家
门口，既方便又快捷！”

左权县客运班线负责人王海文表
示：“‘客运带货’盘活了车辆资源，增
加了收入，真正解决了农村物流的痛
点。现在，农产品能顺畅地走出去，外
面的优质商品也能方便地走进来。这
对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村民生活
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客运带货”，不仅大幅提升
了物流服务的便捷性和效率，还确保
了惠民政策能够迅速、准确地直达基
层，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未来，
左权县将继续深化“客运带货”模式的
应用与推广，为乡村物流服务的发展
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左权县

创新“客运带货”模式 助力乡村物流服务

本报讯 （记者杨星宇）近日，由
省供销合作社农资集采集配联盟主
办，山西农资集团、市供销合作社承办
的集采集配联盟部分核心会员深化业
务合作座谈会在我市举行，旨在进一
步加强农资集采集配联盟成员的沟通
协作，推进全省供销社集采集配联盟
工作扎实开展。

本次座谈会深入整合供销合作社
系统优势，围绕供销社“农资一张网”
建设规划，发挥供销社农资采购联盟
作用，以省农资集团牵头与上游生产
企业联合，与各地供销农资企业、基层
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中
心、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打通农资集
采集配、带量采购、直供直销等流通环
节，降低农资采购成本，为保障农业生

产和粮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省供销合作社农资集采集配联盟

自成立以来，积极吸纳市县供销合作
社、各级农资经营企业、农资经销商、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加盟并开展业务往
来。2024年，授牌会员单位20家，与昔
阳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等会员单位，在
复合肥、新特肥、种子、农药供应等方面
开展合作，新增农资销售量5000余吨，
推动构建农资服务“一张网”体系。

近年来，我市供销合作社秉承“共
商、共建、共赢、共享”理念，聚焦集采
集配联盟和农资保供工作，在加快推
进授牌和扩员织网的同时，积极同会
员单位开展业务合作，推动渠道下沉、
业务下沉，为加快农资网络体系建设、
助力农业生产贡献力量。

省供销合作社农资集采集配联盟核心会员深化
业务合作座谈会在我市举行

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全力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讯 （记者郝贞香）流动党员
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介休市始终把加强和改进流动党
员管理工作作为基层党建的一项基础
性工作来抓，积极探索加强党员教育
管理的新途径、新举措，推动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提质增效。截至 2024 年 12
月，介休市共摸排流动党员139名，全
部实现建档管理。

介休市坚持排查精细化和载体多
元化“两手抓”，确保流动党员“流动”
不“流失”。采取一线查、上门访、电话
问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与流动党
员的联系，精准掌握情况，确保做到党
员数量、结构、分布情况和思想状况

“四清楚”。同时，积极引导在外流动
党员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同步参加

党组织活动，通过电话交流、微信群讨
论、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及时汇报学
习情况和思想动态，让流动党员心系
家乡，随时随地接受教育。

为适应基层党建信息化发展趋
势，全面推行“线上+线下”双向摸排
形式，建立流动党员登记制度，动态更
新流动党员管理台账，掌握流动党员
流出去向、职业状况、居住情况等，做
到底子清、情况明。通过线上管理平
台，严格规范组织生活。利用学习强
国、三晋先锋等网络平台，落实“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情况，确保活
动按时开展、内容规范。通过线上平
台开展组织生活质量评估，收集党员
反馈意见，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促进
组织生活严肃认真、富有成效。

介休市着力提升流动党员管理水平

本报讯 （记者崔斌）为丰富广大
围棋爱好者的业余文化生活、活跃节
日气氛，2月 9日，晋中市 2025年围棋
嘉年华活动暨“奔跑吧·少年”第八届
围棋精英赛举办。

此次围棋嘉年华活动是我市全民
健康大拜年活动之一。活动由山西省
围棋协会、晋中市体育总会指导，晋中
市围棋协会主办，共设 6 段 5 段组，4
段 3段组，2段 1段组，1级 2级组 4个
组别，吸引了众多围棋爱好者踊跃参

与。活动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
新围棋竞赛规则，采用个人积分编排，
通过电脑随机抽签原则确定对手，确
保比赛公平公正。根据报名人数，赛
制为5轮。6段5段组、4段3段组比赛
用时为每方 45 分钟包干制，2 段 1 段
组、1级2级组根据棋局进度上棋钟。

经过激烈角逐，康鹏荣获6段5段
组第一名，侯瑞明荣获4段3段组第一
名，覃靖洋荣获 2段 1段组第一名，李
锦灏荣获1级2级组第一名。

2025年围棋嘉年华活动暨“奔跑吧·少年”围棋精英赛落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2 月 5 日，左权县寒王乡后寨村
热闹非凡，1600℃的铁水与黍米金灯
交相辉映，将辛弃疾笔下的美妙意境
化作生动现实。这场延续了六百年
的“点金灯·打铁花”非遗活动，以守
正创新之姿，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盏金灯：
六百年活态传承

清晨，69岁的王移籽已经开始制
作金灯，几经揉捏，黍米面团在她手中
迅速变成了莲花灯盏。“捏灯要‘三揉三
醒’，老辈人说这灯里装着六百年的期
盼，承载着祖祖辈辈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案台上，“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灯
阵散发着金黄色的油光，那是岁月沉
淀的痕迹，也是农耕文明信仰的延续。

据村志记载，“点金灯”习俗始于
明代万历年间。村民们按人头缴纳
黍米，蒸糕捏灯，随后迎送金灯至观
音堂祈福，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金灯过处，油香满路，这是刻
在血脉里的乡愁。”王移籽轻抚灯盏，
眼中满是对古老传统的珍视。

全民共舞：
古俗里年味浓厚

晚上7时30分，激昂的锣鼓声打
破了暮色的宁静。属蛇的少年手提
红灯笼，迈着左权小花戏活泼的舞步
开道，后方绣球飞舞、彩扇飘逸，百盏
金灯串成一条流动的星河。来自太
原的游客刘雯倩手持油壶，跟随着队
伍为灯阵添油，灯影闪烁间，金灯一
盏盏被点亮，吸引游客纷纷驻足拍
照。“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浓郁的年
味了。”刘雯倩不禁感叹道。

31岁的村民冯浩平时在县城上班，
得知村里举办“点金灯”“打铁花”活动，
特意请假赶回来。他热情地向游客们
介绍文化习俗的含义，“真是没想到，
有这么多村民积极参与这项民俗活
动，还吸引了很多游客融入其中。”冯
浩脸上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他看
来，这不仅是对家乡文化的传承，更是
家乡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有力见证。

云端乡愁：
直播间打造文化IP

“家人们快来看！打铁花来了！”
村干部刘璐瑶手持云台，全神贯注地
进行直播。此时，抖音账号“后寨村
的小故事”直播间有1.6万人次观看。

镜头里，非遗传承人有力地挥动
杨木拍板，炽热的铁水冲天而起，与
高空中的烟花相遇，碰撞出金红色的
铁花瀑布，绚烂夺目。“人回不去，但
心跟着铁花回家了。”直播间里，一条
条弹幕饱含着远在他乡的后寨人对
家乡深深的眷恋。

通过网络直播，后寨村的非遗文
化突破地域限制，成为在外游子寄托
乡愁的文化 IP。

守正创新：
多元化场景燃热情

后寨村党总支书记崔颜红告诉

记者：“我们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
新，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

属蛇村民的专属祈福仪式，让大
家感受到了独特的生肖文化；自编自
演的“蛇年春晚”，充分展现了村民的
才艺与热情；绚烂的烟花秀，以现代
的浪漫与传统非遗交相辉映；传统的
晋剧表演，让老一辈重温经典，也让
年轻一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点金灯是我们村传承了六百年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盏金灯都承
载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次

的活动不仅是简单的文化传承，更是
凝聚乡魂、推动乡村发展的创新实
践。”崔颜红笑着说。

当最后一朵铁花隐入夜色，后寨
村观音堂前的金灯依然长明。

穿越了六百年的光，照亮的不只
是后寨村的夜空，更勾勒出非遗文化
在新时代的鲜活轮廓——传统在创
新中重生，乡村在文化中振兴，恰如
村民手中那盏永不熄灭的金灯，始终
映照着后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永恒
追寻。

金 灯 铁 火 映 乡 魂
—— 左权县非遗社火激活乡村振兴文化密码

本报记者 张 琦 通讯员 齐 冀

左权县寒王乡后寨村打铁花表演。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摄

本报讯 （记者郭娟）社火是习
俗，是年味，是大人眼里的怀旧，是小
孩眼里的新奇，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祝福。2月 11日，元宵佳节来临之
际，伴随着阵阵欢快的锣鼓声，“怡然
见晋中 欢乐过大年”2025年榆次精
品社火展演在市城区文华街精彩开
演。在装扮一新的花车引领下，来自
全区的20支社火展演方阵依次亮相，

旱船、铁棍、舞龙、踩高跷等一批传统
民俗文化节目一路走、一路舞、一路
演，“舞”出了精气神，“耍”出了新滋
味，“绘”出了幸福感。

咚咚锵！咚咚锵！上午 9时，活
动在气势磅礴的百人威风锣鼓表演
中拉开序幕。来自郭家堡乡的表演
队伍以激越的鼓点、铿锵的节奏，敲
出全乡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朴实的个

性，奏出了全区上下一往无前、奋发
图强的傲骨雄风。高跷、铁棍、旱船
是传统社火里必不可少的经典节
目。队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身
着节日盛装，跟随清脆的锣声、踏着
喜庆的鼓点、和着欢快的节拍，或扭
或跑、或跳或舞，挥动着手中的道具，
以逗趣幽默的表演形式，再现传统民
俗文化，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歌舞、小花戏、大型情景舞蹈剧、
八音会……此次精品社火展演活动，
表演形式丰富多样，让人目不暇接。
在青少年无人机空中足球对抗赛中，
运动员们操控着无人机在空中翱翔，
展开一场空中激战；在农机展示环节
中，古朴的传统马车、手扶拖拉机、大
型拖拉机、收割机、无人机，全面展示
了高新科技装备为农业生产活动带来
的新发展新变化；在八段锦表演中，队
员们应声而动，一招一式，舒展大方、
潇洒飘逸；在腰鼓表演中，舞动的红绸
如同火焰般炽热，传递着欢乐祥和。

此次社火展演活动，现场群众热
情高涨，争相翘首一睹“民俗文化大
餐”的精彩盛况，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录像，记录精彩的瞬间。“社火一耍起
来，年味就旺起来了。”“大家聚在一
起热热闹闹地看看节目，氛围感十
足。”“今天一大早特意带孩子过来
看，那些精美的服饰、生动的表演，还
有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应该被更多
人知道和传承下去。”市民们看着精
彩的社火表演，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
着内心的喜悦。

既有非遗展示又有民俗演出的社
火展演活动，不仅让本地群众的节日
氛围被喜庆与欢乐填满，还吸引了众
多游客来此打卡。在享受民俗文化盛
宴的同时，他们还将和家人一起品味
古城的千年韵味、尽享广袤的自然风
光、实现一站式的购物自由、感悟大学
城的厚重人文，乐享“慢游”时光。

红火闹春映盛景 欢歌笑语展新章

2025年榆次精品社火展演精彩纷呈

2月11日，“怡然见晋中 欢乐过大年”2025年榆次精品
社火展演在市城区文华街精彩开演。

图①：小花戏表演。
图②：舞龙表演。
图③：抬铁棍表演。

本报记者 耿新洲 史曼菲 摄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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