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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路 丽

华） 左权县红色底蕴深厚，是

全国 7 个、山西唯一以革命英烈

名字命名的县份，在共和国版图

上有着特殊意义。7月7日，北京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思想

政治实践课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

举行。这方英烈鲜血染红的热

土正在成为大学生行走的思政

课堂。

左权县原名辽县，1942 年 5

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

军在这里壮烈殉国，后经辽县军

民万人请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批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这里

是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发祥地，

1941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15 日，晋

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左权

桐峪镇召开，现行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统一战

线制度都起源于此。这里是一

方鲜血染红的热土，抗战时期，

八路军总部等150多个党政军机

关在此长期驻扎，境内现存红色

革命遗址遗迹269处，被誉为“没

有围墙的抗战博物馆”，当时仅

有 7 万人口的小县，就有 1 万人

牺牲、1万人参军、1万人支前，为

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学院党委书记李振山表示，该学

院在左权设立思想政治实践课

教育基地是构建“行走的思政

课”育人体系的重要举措。该学

院将充分利用这一平台，组织师

生深入学习抗战精神，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同时，该学院也将

发挥专业优势，结合生态环境保

护和乡村振兴，为左权县的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

保障。

近年来，左权县委、县政府

依托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构建

“红色左权”三大板块，全面讲好

红色故事，赓续红色基因——

麻田八路军总部片区。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以烽火

麻田、抗战旗帜为主题，全面展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

总部驻扎麻田、带领军民浴血奋战取得抗战胜利波澜壮

阔的历史。该馆共3层、7个展厅，展陈面积4453.69平

方米，各类展品400余件、图片575张。八路军总部旧址

红色文化园，现有旧址院落共13座，包括八路军前方总

部旧址、刘少奇旧居、朱德旧居、邓小平旧居、左权旧居

等。同时，拓展了太行军魂文化体验带，分布着龙盘虎

踞、太行精华、军歌之父郑律成展馆、太行文学馆、新闻

烈士纪念碑等多个重要文化景观节点。

桐峪 1941 片区。该片区主要建设内容为桐峪

1941 博物馆、桐峪 1941 小镇、桐峪 1941 培训基地。桐

峪 1941 博物馆，属于历史类博物馆，一层为中国民主

制度博物馆，二层为中国钱币博物馆红色金融教育馆，

三层为互动体验区。桐峪1941小镇，以“我的太行”为

主题，将横街和纵街分置为“烽火岁月”和“烟火太行”

两个区域。桐峪1941培训基地，依托太行山区独特的

山水风光和珍贵的红色教育资源，量身打造了不同时

长、不同层次和不同行业的党性教育产品、红色研学产

品和大众旅游产品。

十字岭战役文化园。建有十字岭突围战历史文化

馆、英烈墙及英烈碑、烈士雕塑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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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经过近 2 个月的激烈角逐，7 月 6

日，“怡然见晋中·游在仲夏时”主

题系列赛事、寿阳县首届和美乡村

篮球联赛在该县体育馆正式落下

帷幕。这场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篮

球盛宴，为寿阳县的仲夏增添了一

抹绚烂的色彩。

决赛当日，寿阳县体育馆内座

无虚席，气氛热烈。经过多轮激

战，脱颖而出的平头鹿泉之星队与

平舒清风队在决赛中展开对决。

决赛一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

入状态，拼劲十足。每一次精彩的

进攻和防守，都将比赛的紧张气氛

推向新的高潮，观众的情绪随着比

赛的节奏起伏，欢呼声、呐喊声此

起彼伏，响彻整个体育馆。经过角

逐，最终，平头鹿泉之星队夺得冠

军，平舒清风队和朝阳蓝图队分获

亚军和季军。

比赛中，中小学生啦啦操大赛

冠军队寿阳职业中学队的队员们

以动感十足的舞姿和灿烂如花的

笑容，为紧张激烈的比赛增添了一

抹青春洋溢的气息。此外，腾飞龙

队等舞蹈队也纷纷登台献艺，让现

场观众大饱眼福，享受了一场无与

伦比的视觉盛宴。

据了解，寿阳县首届和美乡村

篮球联赛于5月15日开赛，共分为

选拔赛、分区赛、总决赛 3 个阶

段。比赛进一步丰富了该县乡镇

干部职工的文化体育生活，加强了

彼此间的沟通交流，为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注入了强大动力。

寿阳县首届和美乡村篮球联赛落下帷幕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通

讯员 李鹏） 7 月 7 日，晋中信

息学院白燕书院与昔阳县李家庄

乡在该县石寨沟村举行“校地共建

合作单位”揭牌仪式，并签署《校地

共建志愿服务合作协议书》，校地

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仪式后，

“非遗润乡野 青春助振兴”沉浸式

非遗传承活动火热开展，青年志愿

者与村民共赴传统工艺盛宴。

活动现场设多个体验区，非

遗魅力在互动中尽显。在古韵漆

扇区，志愿者为村民详细讲解了

选材、调漆到绘制的全流程。当

村民亲手调配天然漆液、转动素

白扇面，呈现出独特纹理的漆扇

时，制作者感到非常自豪。

扎染体验区，专业老师传授

纹样设计、捆扎与染料调配技巧；

手工制皂区成邻里互动温馨场

域；香囊制作区弥漫传统药香，志

愿者从沉香、艾草等香料药性讲

起，指导调配驱蚊纳福香方……

晋中信息学院学生黄伊萱

说：“几日来，在李家庄乡美景中

感受着乡村发展新动能，与乡亲

闲谈间体会到昔阳群众的奋斗精

神。学校的培养、乡镇的支持与

乡亲的热情让我们暖心，我们将

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文旅发展，

为乡村振兴出力。”

此次活动既是非遗传承，更

是校地合作赋能乡村振兴的实

践。李家庄乡将持续探索“文明

实践+文旅融合”路径，依托“半山

瑶”阵地，深化“以文化人、以旅兴

业”模式，推动文化传承与乡村振

兴同频共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文化动能。

校地共建传非遗 青春力量助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7

月 12 日，晋商公园“开市大集”活

动将在晋商公园正式启动。此

次活动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

家关于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

及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指示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推进公园城市

建设、打造公园新型消费场景而

进行的积极探索，主要以“怡然

见晋中”文旅品牌为核心，通过

商业化改造晋商公园，创新探索

“公园+文旅+商业”融合模式，旨

在激活夜间经济、提振区域消

费，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文化

休闲消费体验。

文化赋能，再现晋商精神新

气象。项目深度挖掘晋商“诚实

守信、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核，精

心策划了“怡然好集市”“怡然乐

营地”“怡然泛舟行”“怡然消夏

夜”“四怡”主题板块，构建完整的

公园消费生态链。“怡然好集市”

汇聚山西老字号、非遗匠人和文

创手作，还原“茶马互市”历史场

景，重现历史商贸氛围；“怡然乐

营地”融合传统露营与现代美学，

提供文化沙龙空间；“怡然泛舟

行”以主题装饰游船串联湖光荷

影，沉浸式展现晋商美学；“怡然

消夏夜”则通过啤酒广场与乐队

演出，打造富有活力的夜间消费

新场景。

创新驱动，打造沉浸式消费

新生态。项目通过场景活化、业

态创新和科技应用三大策略，实

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运用风

动纱幔、地面投影等装置动态讲

述晋商故事，开发“书签打卡”“集

章兑奖”等互动玩法，增强游客的

参与感，并引入智能灯光系统，在

夜间呈现“星河商道”“荷影流光”

等梦幻光影景观。这些创新举

措，是推动文旅商融合、发展沉浸

式体验消费的具体实践。

模式引领，树立公园商业新

标杆。项目积极探索推动公园与

城市生活深度融合，旨在将晋商

公园从静态的休闲场所向承载文

化、连接情感、促进消费的活力场

域转型。其核心价值在

于立足独特文化基因、

形成鲜明特色，破解“千

园一面”难题。例如，

“怡然泛舟行”创新地将

水上游览与晋商历史叙事相结

合，创新文化承载模式。同时，项

目探索建立“商业反哺生态”的可

持续运营机制，着力打造“全时全

季”公园样板，开市后将持续策划

四季轮转体验，如秋季衔接赏菊

经济、冬季开发冰雪主题，有效突

破传统公园的季节性限制，提升

公共空间利用效率，体现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的提升。

提振消费，激发区域经济新

活力。晋商公园商业化运营改造

模式预计将产生区域经济带动效

应，直接创造百余个灵活就业岗

位，涵盖活动执行、文创销售、游

船运营等，切实响应了在保障民

生和发展区域经济中拓宽就业空

间的导向。同时，游园商业将面

向全社会引入 100 余个新业态品

类，积极支持个体经营者和微小

企业创业，有效释放消费动能，实

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7月12日来晋商公园“赶大集”

“开市大集”打造文旅商融合发展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