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眼新闻眼晚报版
2025年7月9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 杜竹青 张璐 校对 / 郭 娜 0202版版
一版编辑 / 董文龙 张璐 校对 / 胡启龙

这是一场知识与思想深度碰撞的

培训，更是一场专为媒体从业者精心打

造、助力成长进步的赋能之旅。

7 月 7 日，晋中市媒体融合素质能

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晋中职业技术学

院开班。来自全市各县（区、市）委宣传

部分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各县（区、

市）融媒体有关负责人、业务骨干等100

名新闻工作者齐聚一堂，他们带着对知

识的渴望、对本领提升的期待，集中“充

电蓄能”。

在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媒体环境复

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如何提升新闻媒体

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近年来，市委宣传部立足新形势、

新任务，聚焦新媒体环境下全市宣传思

想工作人员的素养提升与责任担当，对

全市宣传系统干部队伍开展专业化的

能力提升培训，着力锻造适应全媒体传

播格局的高素质人才队伍。2022年至

2024年，我市连续三年举办了全市宣传

系统干部增强“四力”培训班，实现宣传

干部队伍从“能做了”“能做好”到“能做

精”的阶梯式跨越。

2025年，聚焦媒体融合发展主题，

全市媒体融合发展素质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正式启动。本次培训以“出精品、

展形象”为指引，紧扣时代课题与技术

前沿，邀请资深媒体老师、技术专家开

展系列授课。课程内容涵盖新闻策划、

采编播制作、融媒体技术（包括AI）应用

等全链条业务，既包含理论深度解析，

又注重实操技能传授，通过“理论+实

践”“传统+创新”的立体化设计，为学员

提供兼具专业性与实践性的学习体验，

持续推动主流媒体传播效能提升。

课堂上，专家教授结合多年新闻工

作实践，通过大量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

剖析媒体融合的运行模式。从融合发

展前沿业态到新媒体语境下的视频传

播策略，从 AI 赋能内容创作到全媒体

传播路径探索，专家教授的授课内容以

点带面、层层递进。

大家认真聆听、用心记录，课后主

动向老师提问，拷贝课件，现场气氛活

跃热烈。

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料足”

“味浓”“营养够”，既“鼓劲补钙”又“提

神振气”。寿阳县融媒体中心编辑许宇

宁表示：“我们将及时有效地将培训所

学应用于实际工作，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和水平，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七月的太行，山风裹着蝉鸣掠过青

石板路。沿着清漳河驱车驶入左权县

桐峪镇桐滩村，青砖灰瓦的西老爷庙静

静矗立在绿荫深处——这里便是晋冀

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会址。

轻轻推开斑驳的木门，从开馆便担

任讲解员的王晓丹虽然已无数次向游

客讲起这段红色记忆，但每次讲解仍让

她心潮澎湃。

“当年参会的133名参议员中，中共

党员46人，正好占三分之一。”王晓丹翻

开泛黄的会议记录，目光停留在1941年

7 月 7 日的条目上，“就在这一天，来自

太行、太岳、冀南的代表们冒雨齐聚，在

这座古庙里开启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新

篇章。”左侧墙上，冀南银行和新华日报

社为庆祝大会胜利召开敬献的“新中国

的曙光”锦旗，凝结着边区人民对这场

盛会最朴素的期许。

追溯参议会的渊源，王晓丹的讲述

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徐徐展

开。1941年3月16日，时任太行军政委

员会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北

方局的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

议上提出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

的建议。会议采纳了这一提议，随即成

立筹备委员会。会议期间，鲁西33个县

强烈要求加入，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

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以下简称临参会）。

“历经坎坷，风雨飘摇，中国的民主

之路始终被独裁与敷衍阻断，直到1940

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

权问题》中提出‘三三制’原则——在政

权机关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占三分之

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

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一

理论在晋冀鲁豫边区率先落地，临参会

显然与以往的任何参议会截然不同。”

王晓丹指着墙上的大会主席团名单，

“袁致和是工人参议员代表、李之乾是

国民党参议员、傅秀香是妇女参议员、

石泰和是少数民族参议员，这种开放包

容的姿态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堪称石破

天惊。正是这种‘三三制’民主政权，调

动了各阶级、阶层抗战的积极性，为争

取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在古庙厢房改建的陈列馆里，一份

份文件诉说着当年的探索。王晓丹轻

轻翻动展品：“这是当时的《婚姻条例》，

下面还有详细的实施细则。这种‘母

法+子法’的模式沿用至今。”

走出古庙，雨后的太行群峰云雾缭

绕。如今的桐峪镇，依托临参会会址，

正在发生着更大的蜕变。

近年来，左权县遵循“保护与活化

并重”的原则，对临参会会址进行全面

修缮，并增加文物展品，同时，新建民主

浮雕墙，打造桐峪 1941 小镇等配套项

目，让历史重新“活”了起来。

在桐峪 1941 小镇，桐峪东方红电

台、新青年印刷社、三三学堂等特色景

点，让游客仿若穿越时空；通过 VR 技

术，人们可沉浸式体验1941年临参会召

开的真实场景；换上服装道具，还能亲

自参与《桐峪保卫战》演出，感受抗战历

史的厚度与温度。2025年春节假期，桐

峪 1941 小镇单日接待游客达 4.5 万人

（次），成为中老年人重温红色历史、年

轻人感悟红色文化的热门目的地，“红

色旅游”成为老区发展的“新引擎”。桐

滩村党支部书记申亚俊感慨：“以前守

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现在游客来了，

我们的农产品也成了抢手货，日子越过

越红火。”

山风掠过檐角的铜铃，清脆的声响

仿佛穿越时空，与84年前的掌声遥相呼

应。从 1941 年走向 2025 年，这座太行

深处的小镇，用一场会议点亮了新中国

的曙光，更用民主的星火照亮了乡村全

面振兴的新征程。历史与现实在此交

汇，又一次印证了一个真理：民主的政

权，终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探访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会址

记者 史俊杰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7月5

日，为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80周

年，汇聚两岸音乐精英的“黄河回响”

音乐会在壶口瀑布畔举行。在钢琴大

师郎朗、指挥大师李心草的领衔下，晋

中信息学院花儿合唱团与中央民族乐

团、台湾上玹乐集民族管弦乐团、中国

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福建海峡交响乐

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中国音乐学院

合唱团、中北合唱团等艺术团体同台

献艺，共同演绎经典曲目《黄河协奏

曲》和《黄河大合唱》。花儿合唱团以

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展现了晋

中信息学院学子的风采，抒发了中华

学子的爱国之情。

时钟拨回至7月3日，从接到最终

演出通知并启程到 7 月 5 日凌晨正式

登台，花儿合唱团面临着72小时之内

完成国家级演出的巨大挑战。7 月 3

日下午5点抵达现场后，他们立即投入

紧张的彩排练习中。7月4日，抵达壶

口后的联排，导演组对演员状态、情感

爆发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时间紧迫！

距离正式演出已不足12小时。

“没有捷径，唯有苦练！晚上回酒

店我们继续排练！”指导老师童慧和邢

布民斩钉截铁地说。回酒店的路上，大

巴车上不间断播放着演唱曲目，音准、

节奏、呼吸、咬字、表情……每一个细节

都被反复拆解、打磨。老师们逐字逐句

示范，细致到每个音符的强弱处理、每

句歌词的情感层次。晚上，酒店成了他

们的“深夜排练厅”。为了达到导演要

求的“完美状态”，童慧带领男生组反复

锤炼《怒吼吧，黄河》的磅礴气势；邢布

民带领女生组细致打磨《黄水谣》的细

腻情感。大家克服身体的疲惫，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追求完美的态度，积极配合

导演组的各项要求，力求将最完美的状

态呈现在舞台之上。

晨光熹微的黄河边，雄浑壮阔的

壶口瀑布成为最天然的舞台背景。花

儿合唱团的成员们，怀揣着对历史的

深情回望与对和平的虔诚祈愿，以清

澈而充满力量的青春之声，先后演绎

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保卫

黄河》《怒吼吧，黄河》等经典曲目。

他们的精彩演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

肯定。

花儿合唱团成功参与本次纪念抗

战胜利暨台湾光复80周年音乐会，是

晋中信息学院践行“五育并举”、深化

素质教育的一个生动缩影。目前，花

儿合唱团在学校艺术氛围的滋养下，

坚持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已创作并

积累了10首独具特色的原创歌曲。

“民主政权”的时代回响

培训赋能长本领 晋中信息学院合唱团首次亮相国家级舞台

与两岸音乐精英共同上演“黄河回响”——全市媒体融合素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

记者 武玲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