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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清风拂面，润物无声。
平遥县廉政文化教育中心以察院博
物馆为主阵地，创新驱动，运用丰富
多元的宣讲方式，打造出“移动的博
物馆 行走的察院”特色宣讲品牌，让
廉政文化与党的创新理论走出博物
馆，走进平遥各个角落，走向三晋大
地，春风化雨、浸润人心。

近日，笔者在平遥县廉政文化教

育中心看到，讲解员们围坐一起，对刚
结束的宣讲活动进行复盘研讨，在总
结经验中精心优化宣讲方案，让宣讲
更具温度，更有深度。“我们针对受众
群体的年龄阶段来撰写讲课稿，结合
馆内的相关内容，为他们送去廉政课
程。”“ 我们会将法兽獬豸的历史延续
及代表理念转化为问题解密，让小朋
友们在角色扮演中去自主探究，最后

认识并了解獬豸的意义。”平遥县廉政
文化教育中心讲解员裴嘉莺、张颖颖
向笔者介绍着。

平遥县廉政文化教育中心是省、
市、县开展廉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家教家风创新实践的重要基地。近
年来，中心不断突破传统的“迎进
来”宣讲模式，深挖本地资源“走出
去”，推出“七进”活动，让廉政文化
教育真正“活”起来，焕发新生机。
全国三八红旗手、平遥县廉政文化
教 育 中 心 主 任 李 亚 平 告 诉 笔 者 ：

“要让党的创新理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古代廉政监察文化让更多的
人知晓，就得走出去，所以我们推出
了‘移动的博物馆 行走的察院’七
进活动，即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
进军营、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农
村、走进网络。”

在深入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宣讲的同时，平遥县廉政文化教育
中心宣讲团队还走出晋中，走进太
原等地开展主题宣讲，构建起“立足
平遥、辐射晋中、联动全省”的廉洁
文化传播新格局。“ 我们走到了山
西大学城，走到了省外办，走到了太
原的小学，以教育互动、品牌互塑，

不断强化我们的宣传教育功能。”李
亚平说。

截至目前，团队已研发了 30多套
特色课程，接待了数百个研学团队进
行沉浸式学习，让他们在实景体验、
互动教学、案例剖析中感受廉政文化
魅力。“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探索出一
套察院特色、定制式、点单式宣讲，配
合唱、跳、绘、朗诵、游戏等环节让我
们的宣讲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宣讲内
容更加深入人心，从而推动大家自觉
践行。”李亚平告诉笔者。

深 耕 廉 洁 沃 土 ，传 播 廉 洁 智
慧。平 遥 县 廉 政 文 化 教 育 中 心 将
继 续 秉 持“ 迎 进 来 、走 出 去 ”的 理
念 ，让 廉 政 清风与党的创新理论吹
遍三晋大地，奏响时代强音。“创作文
艺作品，将党的创新理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以及平遥厚重的历史、风土
人情融入情景短剧、快板书，通过‘宣
讲+’的形式，让理论演出来、说出来，
让大家爱听爱看、乐在其中，通过线上线
下的同频共振，强化用好公众号平
台、抖音号、视频号等宣讲平台，用微
视频等方式，让我们的宣讲走进小屏
幕，更有生气、更见神采。”李亚平如
是说。

平遥县廉政文化教育中心以多元宣讲方式打造特色宣讲品牌

点亮清风之路 奏响廉政强音

本报讯 四月的微风拂过，柳
条轻摆，平遥县杜家庄乡仁庄村回回
堡组的村民们正忙着翻土浇水、弯腰
栽苗，一棵棵嫩绿的红薯苗在春风中
舒展身姿。

仁庄村回回堡组共有耕地 2680
亩，土地多沙壤、含钾量高，产出的
红薯不仅外形饱满、色泽红润，而且
口感香甜软糯。如今，全村近 70%的
土地都种植红薯，红薯已成为村民
增收的“顶梁柱”。村民贾月红高兴
地告诉笔者，村里现在组织栽红薯
的队伍，每支队伍都是十几个人，还
带动邻村的人过来打工，红薯不仅
给本村增加了收入，也给周边村增
加了收入。

经过多年的深耕细作，回回堡
组不仅培育出成熟的种植技术，形
成了标准化种植体系，更建立起稳
定的销售渠道。每到收获季，省内
外商贩都会上门收购，出产的红薯
供不应求。

近年来，随着市场对红薯及其

加工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杜家庄乡
鼓励村民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
理经验，扩大红薯种植规模，提高红
薯的品质和产量。“我们引进榴莲蜜
薯、冰糖心等新品种，邀请种植专家
到村开展红薯种植技术培训，在育苗
种植阶段，乡农业站提供全过程指
导，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看到种植
红薯前景较好，很多种植户都扩大了
种植规模。”杜家庄乡副乡长周娜向
笔者介绍。

示范带动，产业兴旺。红薯产
业已成为杜家庄乡乡村振兴的“强
引擎”。全乡将继续完善红薯全产
业链条，积极探索红薯深加工，拓
宽销售渠道。“我们将推动杜家庄
红薯由传统种植向‘公司+合作社+
农户’发展，培育扩大红薯经纪人
队伍，搭建红薯电商销售渠道，推
动红薯深加工产业链延伸，进一步
提升红薯种植效益，真正将红薯发
展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
业。”周娜如是说。

平遥县杜家庄乡

红薯种出好“钱”景

本报讯 谷雨时节，平遥县香
乐乡大堡村平整的土地被翻耕得
松软细碎，村民们分工协作，将嫩
绿 的 西 瓜 苗 精 准 地 放 入 挖 好 的
土 坑 中 ，每 一 个 动 作 都 娴 熟 细
致。近年来，该村依托香乐乡多
样化种植规划，积极参与县里组
织的高素质农民培训，走出了一
条 特 色 种 植 与 人 才 培 育 互 促 共
进 的乡村振兴之路。正在田间忙
碌的大堡村村民张润梅操着不太

标准的普通话和笔者聊天：“我们
这片种的是西瓜，那片种的是糯玉
米，像这西瓜，我们一年种两茬，还
种了芥菜，都是在乡里的培训课上
学的，这几年听了乡里培训搞多元
种植，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
平也提高了，挺好的。”

香乐乡是平遥县的农业大乡，近
年来，该乡立足实际，依托本地独特
的生态条件和扎实的农业基础，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聚力发展特色蔬果，

引导农民多样化种植，打造区域农业
新名片。香乐乡副乡长巨佳告诉笔
者：“我们在种植玉米、高粱等粮油作
物的基础上又拓 宽 了 经 济 作 物 的
种植，在全乡种植甜瓜的基础上，
又加了南瓜、西瓜、西红柿种植，
目前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达
到了 1 万多亩。”

多样化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民抵
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也让农民有了更
多的收入来源。香乐乡三家村村民

任金梅告诉笔者：“平时我们种的就
是甜瓜、西瓜、南瓜，各种蔬菜啥也
种，有时候我做完我家的，出去能打
打工，在邻村打工一天能挣百八十块
钱，能补贴点家用。”

下一步香乐乡将继续加大农
业产业扶持力度，引进更多优质品
种和先进技术，延伸产业链条，推
动农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农民在特色
农业发展中受益。“今年，我们还将
在传统种植销售的基础上，开放一
部分田园采摘，这样可以进一步拓
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我们
将持续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和服务
保障，着力打造品牌优势，为全乡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保驾护航。”巨
佳信心满满。

平遥县香乐乡

多样化种植铺就增收致富路

本报讯 连日来，走进宁固镇南
堡村，街巷平坦整洁，鱼塘碧波荡漾，
垂钓者云集，孩子们在村级文化广场
上欢快地玩耍，呈现出一幅和乐安祥
的美丽乡村画面。

南堡村地势平坦，排水困难，低
洼处形成了不少天然坑塘。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村“两委”变
劣势为优势，对坑塘进行集中治理，
通过清淤、挖深、平整护坡，将坑塘变
鱼塘，同时在鱼塘四周铺设砂石路，
安装围挡护栏和太阳能路灯，将鱼塘
改造为高标准垂钓场，目前已投入使
用。“我们投资了 50 万元，把闲置了
多少年的 27 亩水坑打造成了垂钓养
殖鱼塘，鱼塘承包出去以后，为村集
体经济每年增收 3到 4万块钱。”南堡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国敢告
诉笔者。

以党建统领发展，挖掘产业潜

力。南堡村积极探索“党支部+合作
社+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依托传统农业产业优势，投资建设粮
食加工生产车间、仓储用房，硬化晒
粮场，配套钢结构粮食堆放棚及粮食
加工设备，有效拓宽村集体经济和群
众增收渠道。“利用南堡村的闲置土
地，兴建了杂粮加工厂，从 2023 年 5
月份开工到 2024 年 10 月份完工，现
在一切就绪，准备马上投产。”李国敢
带笔者参观粮食加工车间时说。

产业赋能促增收，合力攻坚提环
境。南堡村采用“村‘两委’具体抓，党
员带头干，群众齐参与”的工作方法，
积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集中攻坚”行
动，投资7万余元，为南堡村每户村民
配备了垃圾桶，并安排了清扫和清运
人员上门收集垃圾，助推人居环境卫
生由“脏乱差”向“美洁净”转变。

南堡村将充分利用地域资源优
势，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产业发展
与和美乡村建设互融互促，不断提
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下一步计
划把村主干道、巷道和街道全部硬
化，硬化里程约 7 公里左右，这样整
治以后，让咱村的父老乡亲生活更
加便利。”李国敢对南堡村的未来胸
有成竹。

平遥县宁固镇南堡村

盘活资源促增收 美化环境提品质

平遥纱阁戏人是全国独
存的一种纸扎艺术臻品，被称
为“凝固的戏曲艺术”。上世
纪 80 年代末，常年从事古建
筑、古壁画修复修缮的邵悦文
接触到这项技艺后，便被其深
深吸引，开始参与到这一独特
工艺的抢救、修复工作中。

走进邵悦文的工作室，一
阁一阁的戏人坐立各异、神采
飞扬、栩栩如生，仿佛一出好
戏正演到精彩处戛然而止，这
些作品都是邵悦文根据遗存
的清末纱阁戏人精心复制而
成。邵悦文介绍，平遥县现存
最早的纱阁戏人是清光绪三
十二年（1906）年平遥六合斋
纸扎铺的许立廷创作的，原有
36阁，现存 28阁，以传统的戏剧为题
材，尽管作品尺寸小巧，却蕴含着传
统民俗工艺的精髓，每一个细节都凝
聚了手艺人的智慧与心血。

“纱阁戏人就是一种纸扎文化，
也就是祭祀文化中的一种，里面包括
的艺术性就多了，美术里的绘画、书
法和剪纸，还有雕刻、雕塑、印刷，还
有戏曲人物的脸谱、头饰和服饰，是
一种艺术的综合，所以说比较贵重。”
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遥
纱阁戏人代表性传承人邵悦文饶有
兴致地向笔者盘点着这项手工技艺
的细节。

纱阁戏人集泥塑、彩绘等多种艺
术于一身,是研究中国民间美术与戏
曲交融的活态标本，于 2011 年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据考证，平遥纱阁戏人不仅与宋
代以后民间丧葬礼仪中的纸扎明器
传承有关，而且与元代杂剧的空前兴
盛有关，也与明清时期民间祈子风俗
有关，更与平遥这个晋商大都会的商
贸习俗有关。在历史的发展变迁中，
纱阁戏人因社会需求的不断弱化逐
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制作技艺也一
度被人们所遗忘。

1989年，藏于平遥市楼隔层的纱
阁戏人被人们发现，平遥县文物局工
作人员把纱阁戏人全部拿出来拍照，
并进行整理，最终只能陈列 28 阁，并
在清虚观展出。当年，30岁出头的邵
悦文在时任县文物局副局长、师傅李
有华的带领下和同事们承担起了对
遗存纱阁戏人的研究、修复任务。

邵悦文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在
李有华的引导示范下，用心揣摩前人
的手法、心境，一次次尝试、一次次推
倒重来，在自己的主业古建修复之
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了对纱阁
戏人的研究和摸索中。

邵悦文介绍，纱阁戏人由木阁、
隔断、戏人和道具 4 部分组成，通过
造型语言传递忠义、悲欢等传统戏
曲精神内核。其中，戏人是戏的灵
魂，也是需要精心制作的核心内容，
主要以纸、泥、木头、绳为原料，包括
搭建骨架、设计姿势、泥塑四肢、绘
画脸谱、制作服饰等步骤。“戏人先
设计出是唱生了还是旦了，还是唱
丑了，然后开始给它设计衣服和脸
谱，衣服上的花、头饰上面的变化等
都得画出来，画好以后剪出来再裱，
贴到衣服上，才能完整。”对纱阁戏
人的制作步骤，邵悦文如数家珍。

在一揉一捏、一刀一剪、一笔一
画的点滴累积里，邵悦文用细心、耐
心、恒心打磨手上的功夫，终于让几
近失传的纱阁戏人制作技法得以

“复活”。
2025 年 3 月，邵悦文入选第六批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这
让他感觉到肩负的责任重大。他
说，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
门的努力下，平遥纱阁戏人得到了
有效保护，但其制作技艺和文化内
涵依然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希望能
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对纱阁戏人的挖
掘、保护和传承中来，为这一传统技
艺注入新的活力。

邵悦文工作室

匠心不改 传承百年技艺

文/图 平遥县融媒体中心：王瑞琴韩晓萌 冀文彦张娜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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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爱好者在宁固镇南堡村垂钓

平遥县廉政文化教育中心走进机关宣讲

杜家庄乡仁庄村回回堡组村民正在栽植红薯苗

纱阁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