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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版

艺术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左权县。

这个夏季，一批又一批怀揣着艺术梦想

的学子，被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所吸

引，向左权县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奔

赴而来。

“7月至8月的房间已全部订满，9月

的预订量也达到了70%。”在左权县泽城、

桐峪、老井三大写生片区，经营民宿的人

们脸上绽满了笑容，也早已被学生融进

了画笔，绘进了画布里。

走进左权，行进太行山水间，让太行

山谷变“画谷”，左权县在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中找破题之道，全力打造乡村

振兴的“左权模式”，中国北方国际写生

基地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左权的优势是什么？

“深厚丰富的红色遗存、秀美壮丽

的太行山水、多年脱贫攻坚形成完善的

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产业基础。”左权县

委书记石勇对左权县“家底”有着清晰

判断，“正是基于这些优势，我们确立了

以精品村牵引、综合治理村带动、辐射

人居环境整体提升的工作思路，将通

过‘红色+山水+写生+旅游’，实现融

合发展。”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左权县立足自身立地条

件、资源禀赋和现实状况，正行进在一条

可游览、可体验、可运营、可持续、可复制

的乡村振兴大道上。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必须完成好

的重大政治任务、重要

民生工程。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

视，动员全

市上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全面启动“百乡千村”治理行动。按

照这一总体思路，左权县提出了“双十示

范、百村治理”目标，努力做好乡村振兴

大文章。

好的实践，一定是规划先行。在

左权县农业农村局，记者看到了一份份

精心绘制的规划图。这些图纸上，不仅

标注了每个村庄的地理位置、资源禀

赋，还明确了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目

标任务。

从构想到蓝图，从蓝图到落地，左权

县以“总体布局、片区开发、重点打造、示

范引领、协调推进、有力有效”为原则，详

细制定“双十示范、百村治理”工作方案

和行动计划。

——对产业基础好、已形成特色规

模的村，进行精品示范打造；

——对乡镇驻地所在村、人口集中

村，进行综合治理提升；

——对产业集聚度不高、人口较为

分散的村，进行人居环境全面整治。

这是一份纲举目张的清晰路线图。

从今年起到2027年，左权县将每年建设

10个以上精品示范村、10个以上综合治

理村，其余村全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到 2027 年，建成 40 个以上精品示范村、

40 个以上综合治理村，160 个行政村产

业、村容、乡风整体改善，实现由表及里、

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建立县级负责统筹协调、乡镇为责

任主体、村级为实施主体的三级责任落

实工作机制；建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让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见成效、有保障、能

落地，左权县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

而上的。

从“绿色山水”到“红色小镇”，在桐

峪1941小镇，没人会想到，曾经藏在大山

中的一个小山村，如今会这么火。

“‘空中的士’、非遗表演、传统民俗、

特色美食、科技体验，景区‘火力全开’，

带来的影响简直超乎我们想象。”龙年一

开张，桐峪1941小镇便推出“社火里的中

国年”活动，其火爆程度让桐滩村党支部

书记申亚俊至今记忆犹新，“人山人海，

好多村民可能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家

乡能吸引这么多人。”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旧址所在

地——桐峪镇，自古以来就是抗战名镇、

文化大镇、商贸重镇。作为抗日革命老

区，其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是具有唯一性

的品牌。

正是基于这样的优势，桐峪 1941 小

镇以红色文化为主题，依托当地丰富的

历史遗存和自然资源，一个集红色研学、

艺术写生、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就此诞生。

红色资源被激活，激活的是当地乡

村振兴的新出路，唱响的是当地农民增

收的“致富曲”。“在这儿上班非常好，有

了工作，还不误家务活。”在桐峪1941培

训中心上班的村民郝晓芳喜不自禁，“守

住家，看住娃，在家门口就业，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

不仅是郝晓芳，景区的日益发展也

激发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创业的干劲，

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

土特产、手工制品，拿出多年积蓄，修建

阁楼，开设农家乐，简简单单的农家饭

成了收入很可观的营生。找到生活发

展的新路子后，幸福写在村民们脸上。

回望来时路，桐滩村只是左权县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其中一个落

点。包括桐滩村在内，在精品示范村上，

左权县正全力打造两条精品线路，一是

麻田、泽城、桐峪红色研学精品线路，二

是桃园、老井、天门乡村艺术精品线路，

而这两条线串起的是近20个村的开发和

被外界所知晓。

串珠成链，按照“以点示范、区域治

理、全域提质”的思路，一条集红色文化、

特色产业、艺术体验、传统村落、民俗风

情于一体的和美乡村示范走廊正在左权

县形成。

干净整洁的村道两旁，房屋错落有

致排列；清澈见底的河水潺潺流淌，河边

绿树成荫；村民们在广场上悠闲地聊天、

健身……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培育生

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美丽乡村，在左

权县已然形成整体气候。除了精品示范

村打造，左权县还要在综合治理村实现

“六化”整体提升，在130个村常态化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为了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左权

县组织开展了集中攻坚行动。各乡镇累

计拆除残垣断壁、乱搭乱建60余处；清理

垃圾2100余吨，清理河道沟渠、绿化带80

余公里；修剪绿化带6公里；清理农业生

产废弃物 60 余吨、农村生活垃圾 176.2

吨。同时，利用微信群、大喇叭、网格包

联等方式对在村村民进行全覆盖、地毯

式爱护环境宣传。

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左权县还

注重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各乡镇结

合辖区特点和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产业，补齐基础短板，全面推进乡村

建设。

向传统产业要经济。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充分利用左权县区位、资源优势，

围绕核桃、杂粮、中药材、畜牧等传统产

业，全面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发展；

向新兴业态要效益。“写生”“低空”和

“创新”是左权县转型发展三部曲，写生基

地是基础，低空经济是延续，创新发展是

后劲；

向乡村治理要活力。持续推进，久久

为功，左权县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作为“未来乡村”建设的关键抓手，让乡村

生态化、数智化、善治化。

如今，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左权

县乡村振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批

批美丽乡村样板相继涌现出来，成为乡

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

断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左权县将进一步扬优势、创亮点，交出一

份满意答卷。

在太行山水间书写锦绣文章

科学规划
全域推进乡村振兴

集中资源
打造一批精品示范村

补齐短板
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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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打造乡村振兴“左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