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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 莉 芬 史 俊

杰） 6月13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开展的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典型案例（第一批）遴选

推介结果于日前揭晓，我市“建好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功入

选，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为全

国乡村振兴贡献了“晋中智慧”。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

项重大决策。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

真落实山西省“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全面

整治”工作要求，在全市域大力实施“百村

示范、千村治理”行动。通过规划、标准、

目标“三位一体”引领，村美、业兴、民和

“三个维度”推进，干部、党员、群众“三支

力量”同抓，人、财、物“三类要素”保障，推

动乡村实现从人居环境到党建产业、从建

设形态到精神文明的全面提升。

在行动布局上，立足“东依太行、西傍

汾河”地域特征，构建“一片一带一圈”总

体框架。城郊型乡村振兴示范片、平川型

现代农业示范带、山区型巩固衔接示范

圈。依据村庄差异，制定精品示范村“十

有十能”、提档升级村“六化”标准、环境整

治村通则式管理的分类振兴体系，计划到

2027年建成100个以上精品示范村、1000

个左右提档升级村。

具体实践中，紧扣“村美、业兴、民和”

三个维度精准施策。环境整治方面构建

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置体系；产业发展方面

依托晋中国家农高区引擎，发展特优农业

和“文旅+美丽乡村”新业态；乡村治理充

分完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体系，如精品

示范村实现示范型党组织与养老服务体

系全覆盖等。

实施过程中，构建“三支力量”协同机

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书记齐抓共管机

制，领导干部包联推进，左权县打造中国

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成效显著；党员发挥先

锋作用，榆次区后沟村实现产业从无到

精、收入倍增；群众主体作用有效激活，介

休市邬城店村通过“幸福积分超市”激发

参与热情，村民主动腾退闲置宅基地支持

建设。

在要素保障上，强化“三类资源”支

撑。资金方面整合多级财政投入与社会

资本，各级财政投入超19亿元，撬动社会

资本40余亿元，精品示范村平均投入超千

万元；用地方面2024年安排2.17万亩新增

指标优先保障乡村项目；激发干部能动

性，如2024年在乡村振兴一线提拔重用优

秀干部26人。

晋中实践成效显著，2024年城乡居民

收入比缩小至2.15，居全省前列。左权县

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典型

案例，“榆社古建工匠”获评全国脱贫地区

特色劳务品牌，农村养老驿站“五个一点”

多元筹资机制全省推广，太行汾水间正绘

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6月12日，晋

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晋中学院体育系体育教

育专业副教授栗晓燕，为晋中市体育运动学

校的学生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科学运动赋

能活力人生》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选题紧

密结合学生生理特点与日常运动认知误区，

聚焦青少年科学运动核心问题，兼具基础生

理知识讲解与实用指导，契合学生健康教育

实际需求。

“游泳运动员为什么要戴两层泳帽？”讲座

伊始，栗晓燕以“体育冷知识大挑战”开启趣味

互动环节，巧妙引出讲座主题——体育是一门

学科，运动、锻炼需讲究科学。

在“青少年身体发育特点与运动适配”部

分，栗晓燕指出，儿童少年骨骼弹性强但易变

形，需避免长期不良姿势；关节柔韧性高但稳

定性差，运动中要注意脱位风险，并结合实际

案例进行了分析。同时，她还介绍了肌肉力

量的增长规律，并分享了过早进行大重量训

练导致骨骺损伤的案例，警示学生科学运动

的重要性。

针对青少年常见运动误区，如“运动时间越长越

好”“忽视热身与拉伸”“盲目模仿专业运动员训练”

“运动后立即休息或进食（特别是喝冰镇冷饮）”等，栗

晓燕逐一进行剖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运动观。

“科学运动方法与实践”环节，栗晓燕就运动类型

的选择、季节与环境的适应、运动损伤的简易处理方

法等问题，为学生进行了详细讲解。

在互动问答与总结环节，学生们积极提出有关

运动的问题，栗晓燕一一耐心解答，并提醒学生避免

“一时兴起”式锻炼，要将科学运动融入日常生活中。

此次讲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学生们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学到了科学运动的知识和技能。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什么是

漆？从哪里来？应用在哪些方面？”6 月 13

日，平遥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会议室座无虚

席。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江文走进这里，开展了一场题为《漆材料创新

性表现——髹漆与生活》的专题讲座。讲座

由晋中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组织，平遥县

城镇联社职工及工艺美术行业从业者180余

人参加。

“漆，来自中国神奇的漆树；漆，有着丰富

的内涵、深沉的底蕴。”江文以一句诗意的开

场白，将听众带入漆艺的浩瀚世界。他追溯

漆材料的起源，从河姆渡文化中朱漆木碗的

温润光泽，到楚汉漆器上飞扬的云纹凤鸟，到

明清家具中沉静典雅的漆艺装饰，再到中国

漆器文化传播到欧美等地。他用一幅幅历史

切片勾勒出漆材料的发展脉络。

如何让传统漆艺融入现代生活？江文以

“衣、食、住、行、用”五个维度为切入点，深入

解析了漆材料的创新性表现及应用场景，打

破听众对漆艺的刻板印象。

江文提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

理念。他以平遥漆匠改良传统描金技法、开

发环保漆艺材料的实践为例指出：“真正的传承，是在

坚守核心技艺的同时，为它注入时代的活力。”

讲座尾声，江文寄语从业者：“你们手中的刻刀、画

笔，不仅是工具，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当传统

工艺学会用现代语言讲述东方故事，它就能在全球化

浪潮中赢得尊重。”

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为平遥工艺美术行业注入了

一剂强心针。一位从业者感慨道：“我将以国际化视野

为指引，积极探索漆材料跨界融合的创新路径，在传承

中创新，推动平遥传统技艺焕发全新生命力。”

本报讯 （记者 李娟） 6

月13日下午，太原师范学院法律

系讲师李晓丹博士走进晋中职

业技术学院，以“乡村文化振兴”

为主题开展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与师生们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唤

醒“乡愁”与保护根脉来推动乡

村文化发展。

讲座中，李晓丹从何以关注

乡村文化振兴、重新认识乡村文

化振兴、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与

挑战以及如何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四个维度，对乡村文化振兴的

必要性与实操性进行了全面深

入地解读。李晓丹指出，乡村文

明作为中华文明的 DNA 载体，

其价值无可替代。然而，在现代

化进程中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如今，人们对乡村文化振兴普遍存在的

三大认知误区，即“复古”或“博物馆化”、

城市文化下乡以及单纯依赖文旅开发。

她认为，文化振兴的核心在于人的振兴，

要坚决抵制千篇一律的网红村模式，尊

重乡村内生的文化逻辑，对文件进行创

造性转化。

对于乡村文化失根现象，李晓丹剖

析了背后的原因，包括现代化进程的冲

击、保护政策的错位、数字时代的挑战

以及文化传承机制的失效等。针对这

些问题，她提出了具体措施，如数字化

技术赋能、培养新型传承人、修复文化

生态及加强国际交流。李晓丹呼吁多

方协作，共同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助

力乡村振兴。

两个小时的讲座干货满满，现场反

响热烈。师生们纷纷表示，李晓丹的讲

解深入浅出、内容丰富，让他们对乡村文

化振兴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我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入选全国首批综合类典型案例

建好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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