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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继 2022

年 2 月 17 日“学习强国”晋中学习平台

App 端上线后，近日，“学习强国”晋中学

习平台PC端正式上线，至此，晋中学习平

台实现“一网一端”同步运行，多维度展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晋中实践，为晋中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供

优质高效便捷的学习服务。

三年间，“学习强国”晋中学习平台用

力优化内容供给，全景呈现晋中大地蒸腾

澎湃的改革发展实践。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

线，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中

心工作，共开设14个专栏29个专题，宣传

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丰满生动的晋中实践，

“掌中宝”“充电器”的作用更加明显。

三年间，“学习强国”晋中学习平台用

心做好平台推广，全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在晋中大地家喻户晓、落地生根。通过举

办“思想的力量”学习·阅读分享会、开展

晋中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乡村振

兴气象新”线上线下联动宣讲直播、制作

“‘理’秘书带你学”系列理论学习宣传微

视频、举办学习强国进企业进社区、“共学

新思想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

线上线下宣传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三年间，“学习强国”晋中学习平台用

情讲好晋中故事，全面展示晋中大地历史

传承和彰显当下的坚定文化自信。锚定

市委“156”战略举措，大力唱响城市文旅品

牌，传播地方特色文化，为晋中高质量发展

鼓与呼。发布“怡然见晋中”系列视频，设

置“晋中印象”专栏和“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新春走基层”等专题，展示

晋中厚重的历史文化、独具特色的民风民

俗和显现于当下的幸福生活场景。

晋中学习平台 PC 端上线后，将和晋

中学习平台App端共同构成发布矩阵，进

一步拓展发布内容，丰富宣传形式，更多

维度提供权威、准确、丰富、新颖的学习内

容，全面展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推进文化强市建设的晋中故事，

充分发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加强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的阵地作用。同时还将通过开展

创新性的主题活动，鼓励全体党员和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吸引更多市民了解使用，

助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农历二

月初二“龙抬头”是祈福纳祥、踏青赏春

的好时节，晋中各旅游景区举办了精彩

的“二月二，龙抬头”活动，持续叫响“怡

然见晋中”文旅品牌。

3 月 1 日，榆次老城热闹非常。该

景区举办的“二月二春龙迎福”活动，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城隍庙广场

上，“春龙祈福”仪式开启了一场充满文

化韵味的迎福之旅。活动现场，外国留

学生身着民俗服装扭起了秧歌敲起了

鼓。人形机器人巡游、黑悟空、哪吒、龙

王等角色酷炫登场。舞龙舞狮、威风锣

鼓将热闹氛围直接拉满。理发是二月

二特有的风俗，景区当天免费为游客理

发，仪式感满满。此外，剪纸、葫芦雕

刻、拓印等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让现

场的游客大开眼界。射箭、投壶等民俗

活动，充满趣味。非遗网红打卡点“摸

龙头”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拍照，希望

新的一年好运连连。

当天，榆次区乌金山旅游

区也举行了盛大的祈福活动。

景区不仅免费向游客开放，还

举办了丰富的民俗表演，让大

家更好地感知传统文化的魅

力。景区的龙王庙前，祈福活

动盛况空前，持续了 3 个小

时。锣鼓、舞龙表演精彩纷呈。

当天，左权县我的太行·

桐峪 1941 小镇也举办了精彩

的民俗表演，让游客感受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

伴随着激昂的锣鼓声，色彩鲜

艳、造型威武的巨龙在表演者

的操控下翻腾跳跃，煞是好看。

二月二龙抬头，榆次后沟古村特

有的、流传千载的“走神亲”民俗活动，

也令人大开眼界。民间相传，后沟村

四龙王娶了龙田村的于姝娘为妻，千

百年来，龙田村延续着每年二月二到

后沟村走神亲拜龙王的古老习俗，十

分神奇。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舞龙表演

等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祈求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2 月

26 日，晋中市 2025 年稀有剧种公益性

演出走进和顺县北关示范小学，通过传

统戏曲展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非遗艺术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承。

活动现场，和顺县牛郎织女晋剧院

演员演绎了夫子岭弦腔《访昆山》及凤

台小戏《拍蝴蝶》《送灯》等经典剧目。

演员们以精湛的唱念做打技艺，配合华

美服饰与精致妆容，生动展现戏曲艺术

魅力，赢得师生的阵阵掌声。

通过沉浸式艺术体验，助力校园美

育与非遗活态传承深度融合，戏曲作为

中华文化的瑰宝，传承与发展离不开青

少年一代。夫子岭弦腔，有着三百多年

的历史，曲调优美、韵味悠长、易于传

唱，以其地域特点、文化特色和艺术魅

力一直延续至今，2011年被列入山西省

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凤台小

戏源于明末清初，是一个剧目短小精

悍、音乐清脆明快、表演细腻雅致、服饰

道具轻便的小剧种，因产生于和顺县凤

台村而得名，具有一种湖光山色的韵

味，于 2009 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二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次演出不仅

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时也促进了

非遗戏曲的传承与发展，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我们通过讲、学、演结合的方式，

让青少年触摸非遗的温度。”非遗传承

人薛朱斌表示，此次活动旨在激发学

生对传统戏曲的兴趣，培育新生代传

承力量。五年级学生刘姝煜在观看后

感慨：“演员的专业表演让我们感受到

戏曲的深厚底蕴，更坚定了我们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本报讯 （记者 史俊

杰 通讯员 杨晓娟） 3月

1日，记者走进介休市龙凤镇

张壁村日间照料中心，一幅

其乐融融的画面映入眼帘。

老年人精神抖擞，有的围坐

在一起下棋、打扑克，有的在

健身聊天，每个人都沉浸在

幸福之中。

“在这里吃得好、玩得

好，还能和老伙计们聊天，真

好！”今年70岁的张大娘说起

在日间照料中心的生活直言

“特别满意”。

龙凤镇张壁村日间照料

中心自建立以来，始终以满

足老年人“就近、优质、多元”

养老服务需求为导向，通过

政策扶持、资金支持、资源整

合等措施，全面打造集日间

照料室、配餐间、文体室、医

疗康复室等功能区域于一体

的日间照料中心，配置紧急

呼叫系统、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设施，配齐

室内烟感器、室外消火栓等消防设施，为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上好了“安全锁”。照料中

心配备专职管理人员1名、服务人员2名，并

定期对其进行专业培训。此外，该中心还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养老服务进行监

督评估，确保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日间照料中心坚持“乡镇统筹、村委管

理、企业扶持、机构策划、村民监督”的服务

理念，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食、医、助、行、

娱、安”六大类服务清单。充分考虑65岁以

上计生家庭以及7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经济

状况，推出“暖心补贴”政策，由介休市民政

局、村委会和凯嘉集团全额补贴，保障老人

吃得营养、吃得放心。截至目前，共有75位

老人享受免费就餐服务。同时，定期为老

年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提供认知干预、照

护赋能等专业服务，真正实现了“老有所

呼，我有所应”；累计开展健康医疗、知识讲

座、益智训练、心理辅导、季度生日会等活

动50余场（次），累计服务3500余人（次）。

介休市龙凤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该镇将持续关注老年群体需求变化，缩

短养老半径，让乡村老年人的幸福生活触手

可及，真正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稳稳托起老年人幸福“夕阳红”。

“学习强国”晋中学习平台PC端正式上线

“二月二”晋中多景区“龙抬头”

戏曲进校园 非遗润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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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区乌金山旅游区举行“二月二龙抬头”活动 记者 程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