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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娟 通讯员 肖

晨辉） 春日的暖阳透过灵石县梧桐燕醋

厂的窗户，温柔地洒在发酵车间。空气

中，浓郁的醋香与醇厚的高粱香气交织

弥漫。工人张清亮将蒸好的高粱倒入大

缸，准备开启发酵的奇妙旅程。他熟练

地翻搅着缸中的高粱，动作流畅而有力，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家门口的这份

工作，不仅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让他

有足够的时间种好自家的田地，同时拥有

两份收入。

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近年

来 ，梧 桐 燕 古 法 酿 造 通 过“ 非 遗 ＋ 产

业”的模式，不仅让传统非遗技艺焕发

新生，还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带动了

周边村民就业增收，成为推动当地产

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

“我是静升镇马和村村民，以前一直

在外面打工，自从梧桐燕醋厂建成后，我

就来到这里上班，平时还种着十多亩高

粱，收下的高粱也能卖到厂里，这样收入

也高了，工资也有了保障，生活条件比以

前好多了。”张清亮说道。

此外，今年 63 岁的张继光是醋厂

周边的一位养殖户，他每天都会到醋厂

拉醋糟作饲料。说起醋糟，张继光兴奋

地说：“正是有了这种独特的饲料，我养

的羊肉质好，销路更好。”张继光是翠峰

镇曹家原村村民，在醋厂拉醋糟有四

五年了。

醋糟，这个酿造过程中的副产品，不

仅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体

现了梧桐燕古法酿造产业链的循环利用

价值。

梧桐燕醋厂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周边

群众增收，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灵

石县文旅部门将其古法酿造技艺评为县

级非遗传承技艺，更加坚定了梧桐燕古法

酿造传承人燕军伟留住乡愁、壮大产业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

“多年来，我们坚持用古法酿造，每一

缸醋都要经过夏伏晒、冬捞冰的传统工

艺，这样既能保证醋的醇厚口感，又能充

分释放五谷杂粮发酵后的各种营养成分，

有效提高人体免疫力。此外，我们还引入

了现代化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产品既符

合传统标准，又能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

求，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村

民参与到生产和销售中，为他们增加收

入。”燕军伟说道。

午后，阳光和煦。在梧桐燕酱油厂，

一排排酱缸静静伫立，缸身上斑驳的痕

迹诉说着岁月的沉淀。村民吴金萍正在

专注地进行浇淋作业，动作娴熟而轻

柔，从缸中舀起一勺深褐色的酱汁，缓

缓淋在酱醅表面。酱汁顺着醅料缓缓渗

透，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仿佛在低语

着发酵的秘密，每一勺酱汁的浇淋，都

是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也是对时间与自

然的敬畏。

非遗技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通

过产业化的发展，在传承与创新的双重驱

动下，这些古老的技艺不仅守护了文化的

传承，还盘活了农村的闲置资源，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燕军伟说：“经过几年摸索，我们聚

焦传统酿造工艺，延伸产业链，发展酱油

产品，通过梧桐燕品牌的带动，用‘非

遗＋产业’的模式，既保留了传统酱油天

然发酵的酿造工艺，又通过技术创新，将

传统手工酿造与现代生产工艺相结合。

目前，我们的产品在省内外都有稳定的

销售渠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品牌

化发展上做文章，推动非遗活化利用，让

传统酿造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

引擎’。”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3 月 22 日，

记者从平遥县获悉，为高质量完成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工作，平遥县各乡镇认真落实文物普

查“应保尽保”工作要求，文物专干、乡村文保

员全力配合文物普查员实地调查工作，营造出

全社会支持普查、支持文物保护的浓厚氛围。

在该县襄垣乡长则村，大喇叭播放着

文物普查的有关讯息和知识，乡村干部和

村民们热心地向普查队员介绍交通路况，

提供文物点位重要信息，为普查工作顺利

推进助力。

文物保护人人有责，文物普查人人参

与。在文物“四普”工作中，襄垣乡按照平

遥县总体部署要求，统筹协调文化站、文保

员和各村的力量，为文物普查队提供线路

引导、线索收集、后勤支援等服务，形成了

县乡村三级联动格局，汇聚起部门协作、公

众参与的工作合力。

襄垣乡组织委员、分管文旅工作负责人

梁建芳介绍，从去年后半年开始，乡镇文物专

干、乡村文保员就和“四普”队员走进野外工

作现场，参与实地调查，在对文物古迹全面

“梳理体检”中，大家心中的那份文保情怀愈

加厚重。

普查之路山高水长，需要不惧艰辛、齐

心协力；文物保护任重道远，需要持之以恒、

初心如许。2011年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距今已十余年，部分不可移动文物资源

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乡、村文保人员和文

物普查队员们穿沟壑、翻土岭，在跋山涉水

中寻找文明前行的痕迹，在一砖一石中探秘

岁月沉淀的记忆。

据了解，平遥县“三普”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1075处，截至3月12日，已完成复核963处，占普查任

务总数的89.6%。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3月

18日至19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职

工救护员专项培训，通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沉浸式教学，系统提升

职工应急救护能力，深入践行“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面落实

2025年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要求。

本次培训特邀红十字专业救

护培训师全程指导，课程涵盖红十

字运动基础知识、心肺复苏（CPR）、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操作、海姆

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包扎等六大

核心模块。培训师结合真实救援案

例，重点解析突发情况下的急救规

范流程，并组织参训人员分组进行

心肺复苏按压、AED设备联用、三角

巾绷带包扎等实操演练，确保急救

技能转化为实战能力。

参训职工通过两天高强度训

练，全面掌握识别心脏骤停、实施

高质量胸外按压、气道异物梗阻处

置等关键技能。市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培训不仅强化了职

工“第一目击者”的施救能力，更

在全社会播撒“人人学急救，急救

为人人”的文明火种，为构建公共

安全防线注入专业力量。

作为全省民生实事项目的落

地实践，该培训通过规范化、场

景化的教学模式，有效破解职工

“不敢救、不会救”的应急难题，

助 推 企 事 业 单 位 应 急 救 援 体 系

建设。参训职工纷纷表示，课程

设计紧贴日常生活及工作岗位中

的潜在风险，提升了大家应对意

外伤害的处置信心。

用好非遗技艺 酿造富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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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工会组织开展职工救护员专项培训

练就急救真本领 织密群众安全网

大地回春，万物

复苏，处处洋溢着春

天的气息，市民走出

家门，与亲朋好友相

约一起休闲游玩、踏

青赏花，拥抱自然、

放飞心情，享受惬意

的早春时光。图为

3月23日，孩子们手

持风筝在桃花初绽

的晋商公园嬉戏，成

了公园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记者 程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