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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7月16日，山西师范大学计算机与

人工智能学院硕士生导师、机器

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宋彩芳

博士走进太谷区政府会议中心，

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工智能专

题培训，为当地行政办公领域注

入科技新活力。太谷区委办、人

大办、政府办、政协办相关负责人

及各乡镇（城区）、区直有关单位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共

同聆听这场科技盛宴。

培训现场，宋彩芳以《人工智

能解析及实战应用》为题，结合党

政工作实例，将人工智能的原理

讲解得深入浅出。她不仅阐述了

复杂的理论概念，更通过一个个

生动的案例，展示了AI技术在公

文处理、表格生成、数据分析等日

常工作中的实际应用场景。从智

能识别公文格式到快速生成精准

表格，从海量数据的高效分析到

决策支持的智能辅助，AI 技术的

强大功能让在场的行政办公工作

人员惊叹不已。

“AI 技术对于提升行政效能

具有革命性的作用。”这一观点在

培训现场得到了广泛认同。大家

纷纷表示，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掌

握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行

政办公人员必备的技能。用好AI

技术，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

质量，更能为该区高质量发展和

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AI赋能办公 开启高效新篇章

“马定夫纪念馆位于我们村

东南1公里处，这里安葬着1943

年7月23日在枫子岭战斗中壮

烈牺牲的 12 位烈士，是太谷区

多年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基地。”太谷区侯城乡马定夫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田九

荣一边介绍，一边将大家的思绪

带回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马定夫原名马镇西，字定

夫，号马丁。1915 年出生于榆

社县东汇村一个富裕农户家庭，

6 岁开始识字并学习珠算、书

法，8 岁入学，14 岁考入榆社县

第一高小读书。马定夫嗜书如

命、学识渊博，外号叫“马百

精”。他积极探索革命真理，凡

书皮、笔记本均写有“愿将浩气

弥天地，不让金钱累子孙”的誓

言。1936 年，马定夫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

争爆发后，马定夫受党组织派

遣，回到家乡榆社县，参加了山

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展宣传救

亡活动，组织榆社抗日游击队。

马定夫关心战士、热爱群

众，所率部队以遵纪爱民著称。

1941 年，马定夫任太行二分区

新编第十旅三十团政治委员，与

团长李德生一起率部战斗。率

部转战于榆（社）太（谷）祁（县）

一带，伏西河、打惠安、围里修、

攻黄卦，北拒正太之敌，西逼同

蒲日伪，反“扫荡”，保护夏收、秋

收，屡建战功。

1943 年，马定夫率领全团

参加有名的袭击祁县印染厂战

斗，重创日伪守军，给敌人以沉

重打击。同年6月，马定夫奉军

区的命令，率部到太谷南山根据

地中北岭一带，执行上级交给的

“抢收小麦、保卫夏收”的战斗任

务。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采用

阻击、伏击战法，粉碎了驻太谷

日伪军的偷袭，击毙日军小队长

中野，打伤伪县长，歼灭伪军两

个排，战斗大获全胜。根据地人

民还编了两首颂扬三十团和马

定夫的歌谣四处传唱。

1943 年 7 月 22 日晚，太谷

六区民主政府在太谷枫子岭村

与千余名干部群众举行军民联

欢会庆祝胜利。敌人得到情报，

纠集 200 多名日伪军从黄卦据

点出发，向枫子岭发动袭击。23

日凌晨，当发现敌情时，敌人已

占领了枫子岭东南的山头。马

定夫迅速组织部队抗击敌人，并

对指战员说：“有我们就有群众，

我们绝不能让群众受到鬼子的

伤害！”他率领全团指战员，在敌

人猛烈的炮火下一次又一次地

向山上发起冲锋。

马定夫身先士卒，与敌展开

血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

马定夫带领部队占领山头阵

地。之后，他率部利用有利地

形，顽强地抵抗了敌人的反扑，

掩护千余名群众和干部安全转

移。在战斗中，马定夫腹部中弹

不幸牺牲，时年28岁。

“如今，我们站在马定夫纪

念馆前，缅怀这位英勇的战士，

更要传承他的精神。”田九荣的

话语掷地有声，激励着每一位在

场的人。

记者 王爱媛 通讯员 张彦丽

清明祭奠马定夫等烈士 侯城乡政府提供

相聚魅力昔阳，见证全新篇章。7月

17日，由昔阳县委组织部、昔阳县委宣传

部主办，昔阳县文化和旅游局、昔阳县融

媒体中心承办的昔阳县“光影松溪秀 最

美昔阳红”短视频制作取景地推介发布会

暨“幸福昔阳‘镜’纳英才”昔阳县 2025

年短视频征集展演启动仪式在昔阳县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本次短视频征

集时间从即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止。

此次活动旨在全方位展现昔阳县的好人

好事、百姓故事与时代风貌，生动呈现昔

阳的民俗韵味、人文之美以及奋斗姿态。

最美昔阳等你来

近年来，昔阳县紧扣山西省深化全方

位转型部署要求，按照“11365”总体思路，

把文旅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培育，以

“文旅＋”统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工

作，叫响“最美昔阳红”文旅品牌，昔阳成

为了当下“奔县”火热、“乡游”出圈的新潮

流、新风尚。本次发布会涵盖了 A 级景

区、昔阳院子、乡村旅游重点村、文博场

馆、中国传统村落五大类34处特色点位，

为创作者提供了多元的背景画布。

◉A 级景区：石窟艺术石马寺景区、

复刻老时光的那年昔阳文化旅游景区，以

及古村民居风貌浓郁的西南沟古村景区，

每一处都承载着独特的文化符号。

◉13 处“昔阳院子”各具风情：既有

“太行人家”这样融入山水的精品民宿，也有火车皮改造的

窑洞民宿、临水而建的“水云间”院落等创意空间，这些散落

乡间的民宿集群，勾勒出现代乡村的惬意图景，是捕捉生活

美学的绝佳场景。

◉4处乡村旅游重点村：含1个国家级和3个省级（长岭

村、崇家岭村、刀把口村），村里的老故事、新变化，都是镜头

下的鲜活素材。

◉2 处文博场馆（昔阳县博物馆、昔阳宋金文化博物

馆）：馆藏文物跨越千年，从青铜器到瓷器，从古籍到民俗展

品，承载着昔阳厚重的历史记忆，是追溯文脉的好去处。

◉11个中国传统村落：承载着最质朴的乡愁记忆。以

长岭村为例，明清院落错落有致，格局大气规整。坐进农家

屋，尝一口黄米凉糕、压饼等地道农家美食，再端起一碗摔

碗酒一饮而尽，热辣与淳朴交织，让人醉在乡愁里。

“镜”纳英才展风采

在这里，每一帧画面都是历史与未来的对话，每一次快

门都是传统与创新的碰撞。每一处风景都值得被记录，每

一段故事都值得被讲述。

本次活动以“幸福昔阳‘镜’纳英才”为主题，征集内容

围绕三个话题展开，全面覆盖昔阳生活的方方面面。

◉温暖的城市：聚焦身边的好人好事，如助人为乐、见义

勇为、孝老爱亲、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榜样故事；展现各行

各业普通劳动者的工作瞬间、奋斗故事与匠心精神，涵盖民

警、城管、医生、教师、农民、工人等众多职业；还关注温馨家

庭、邻里和睦、社区活动以及返乡创业故事等百姓生活点滴。

◉飞跃昔阳：以航拍为主要形式，展现昔阳的壮丽风

景、城乡发展变迁、重点项目进展、乡村振兴成果以及特色

产业发展，让观众从空中视角领略昔阳的蓬勃发展。

◉最美昔阳红：包含舌尖上的昔阳美食、非遗项目、民

间艺术、群众文艺表演、昔阳景点推介、文化活动盛况、文明

创建点滴、民俗传承、文化娱乐以及老手艺新传承等内容，

全方位展示昔阳的文化魅力。

本次活动鼓励全民参与创作，以鲜活、生动的故事为牵

引，采用小切口、大情怀的叙事方式，多角度、立体化深入挖

掘各行各业普通昔阳人的奋斗故事、感人事迹、生活智慧和

才艺风采，展现平凡生活中的伟大与温暖，用镜头语言表达

对家乡的理解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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