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报版 新闻眼 04版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 / 史翔凤 孟佳琪 校对 / 张璐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铭

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抗战

胜利80周年来临之际，开国上将陈士

榘之子陈人康一行于日前来到位于

昔阳县沾尚镇广阳村广阳伏击战纪

念馆开展寻访活动。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一行人参观

了广阳伏击战纪念馆。在广阳伏击

战纪念碑前瞻仰默哀，陈人康等重温

父辈们的战斗历程。在随后举行的

座谈会上，八路军后代讲述了父辈参

加抗日战争的故事，抒发了缅怀革命

前辈丰功伟绩的情怀。

广阳伏击战是1937年11月八路

军第115师与第129师在昔阳县为阻

止西进日军进行的两次伏击战。1937

年10月，日军第20师团、第109师团沿

正太铁路西犯，企图与同蒲铁路日军

合围太原。为支援太原保卫战，八路

军总部令 115 师协同 129 师侧击日

军。11月4日，参谋长陈士榘、旅长陈

光率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在广阳

巧妙设伏，歼灭日军 1000 余人，缴获

700多匹骡马、步枪300余支，以及大

量弹药辎重，抓获了八路军抗日战争

期间首个日军俘虏加藤幸夫。同

时，解救了被日军从东北押解来的民

夫100余人。

此战役展现了八路军“避强击弱”

的灵活战术。作为平型关大捷后八路

军在华北的又一重要胜利，广阳伏击

战提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积累了游

击战经验，为后续敌后战场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昔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继续从史料编撰、

媒体宣传、阵地建设等方面共同做好

广阳伏击战事迹的宣传工作和广阳

伏击战纪念馆的保护工作，让更多人

了解优良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八路军后代寻访广阳伏击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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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为深

化校地合作，推动文化传承与社区建

设深度融合，日前，山西工程科技职业

大学工程管理学院联合榆次区安宁街

道大学城第一社区党支部围绕“书香

润心、劳动筑梦”主题，开展好书分享、

书法临摹、卫生整治等活动，以文化滋

养心灵、用劳动美化家园，奏响校地共

建的和谐乐章。

在“书香润心”好书分享会上，山

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工程管理学院

师生与社区党员群众齐聚一堂，共同

开启书香之旅。同学们精心挑选了

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的

经典书籍，向居民们分享自己的阅读

心得与感悟。

书法临摹活动以“墨香传古韵”

为主题，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工程

管理学院师生与

党员群众和书法

爱 好 者 共 同 执

笔，书写传统文

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师生们灵动洒

脱的笔触与党员群众沉稳厚重的书

写相映成趣，一幅幅作品或遒劲有

力、或清秀雅致。居民代表陈师傅表

示：“能和高校师生一起学习交流书

法技艺，不仅提升了我们的书法水

平，而且感受到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

“劳动筑梦”卫生整治行动中，40

余名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工程管

理学院师生与 20 余名社区党员群众

组成“红马甲”队伍，对辖区红星天铂

二期小区绿化带、楼道、广场等区域

展开全方位清洁，并向居民宣传环保

知识，倡导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共同维护社区环境。

此次“书香润心、劳动筑梦”校地

融合活动，既是文化育人与实践育人

的创新尝试，也是校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的生动体现。榆次区安宁街道大

学城第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永兰表

示，将继续与高校深化合作，以文化浸

润心灵、以劳动培育新风，共同绘就社

区文明建设的崭新篇章。

校地携手同筑梦 共绘社区新图景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5

月17日，由晋中信息学院主办、太谷

区白塔社区协办的“鼓动青春·古城

奇遇狂欢节”在太谷古城上演。活

动以“传统民俗+潮流打卡”为主线，

通过互动游戏解锁文化密码，依托

古建元素与现代美学融合的打卡场

景定格时光，让群众在趣味探索中

感知街区脉络，以青春视角续写古

街的时代故事。

活动中，同学们通过手工制作、

现场讲解、短视频拍摄等方式，展现

鼓楼历史文化。“未来，我们希望继续

以青年力量，留下更多文化足迹，传

递这份热爱。”晋中信息学院学生原

紫烨说。

游客孙培俊表示：“太谷古城内

组织的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周

末我们常来逛古城，感受太谷的文

化，体验传统美食，留下一段美好的

回忆。”

此次活动以创新形式为笔、以文

化传承为墨，书写了青春与古韵交相

辉映的崭新篇章。

太谷区举办“鼓动青春·古城奇遇狂欢节”

5月19日，和顺县青

城镇大川口村和丰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棚

内，一片繁忙景象。放眼

看去，棚内绿意葱茏，满

载丰收的希望。“每年，我

们都在这个季节种下西

红柿。我们村的西红柿

既好看又好吃，不愁销

路。”该合作社负责人表

示，前不久，他们统一栽

种了西红柿苗，这两天农

户们正忙着施肥。

近年来，和顺县青

城镇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深度挖掘自身

优势，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农业发展之路。该

镇凭借光照时间长、昼

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

结合大川口村、百备村

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

种植优势，大力推行“党

建 + 产业”发展模式，充

分发挥党建在产业发展

中 的 引 领 作 用 。 通 过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的合作模式发展西红柿

种植产业，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动力。

产业的发展不仅带

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更让当地村民的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年，村里一门心思

发展西红柿种植产业。

我们老百姓不用外出打

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一位村民说。

为了不断提升西红柿的品质，青城镇

可谓下足了功夫。该镇党委、政府积极组

织技术人员外出学习，对于选苗、施肥、定

植、蹲苗、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多次邀

请山西农业大学和山东寿光蔬菜领域的

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各村积极组织

种植户实地观摩，了解不同地区的西红柿

种植情况，选择最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质品

种进行种植。

在西红柿的种植上，大川口村依托合

作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从种植技

术到销售渠道，都制定了严格细致的标准，

推动大棚蔬菜产业朝着规模化、品牌化、标

准化的方向稳步迈进。和丰蔬菜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对今年的收成很有信心：“村

里的西红柿将于7月成熟上市。预计今年

西红柿亩产2万多斤，收入可观。”

在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青城镇不

仅注重经济收益，更致力于打造特色品

牌。展望未来，青城镇将继续以特色种植

为核心，积极探索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发

展新路径，让“大棚经济”绽放出更加绚烂

的光彩，为乡村振兴绘就出一幅更加美好

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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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马甲”队伍清洁现场 记者 程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