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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村 夜 话 ”暖 人 心 贴 民 意
田间炕头“话”就美丽乡村新蓝图

本报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近日，太原科技大市场科创大讲堂在尖草坪区
举办以“培优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2023 年乡
村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首场专项培训会，拉开了我市 10 县
（市、区）乡村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专项培训的帷幕，该区 50

余名农技人员参加培训学习。
通过前期广泛需求调研，省市农业专家“会诊”，太原技

术转移促进中心在市科技局指导下，紧扣我市农业优势特
色产业技术需求，针对我市农业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发展现
状和技术短板，今年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10 场乡村科技人
才素质提升专项培训会。专项培训集聚省市农业科技资
源，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为导向，以培养乡村科技人才为目
标，推动乡村科技人才培养，不断壮大我市专业化技术经理
人队伍，同时，挖掘农业三产融合技术需求，积极培育农业
科技型企业，推动农业优势品牌做优做大。 （魏 薇）

全市科创大讲堂开讲

“叔，这两天家里暖和不？”11 月 8 日晚 7 时许，万柏
林区西铭街道风声河村，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家中，围
在一起享受饭菜的慰藉。村委委员曹志坚来到 80 岁的
村民白永明家里，感受地暖的温度，又帮着白永明护理卧
床的老伴。为了增进干群感情、提升基层治理服务效能，
两年多来，风声河村实施“乡村夜话”机制。“两委”干部
和网格员利用晚饭后的时间走入村民家中闲谈，察民情、
解民忧，在家长里短中了解村民的“急难愁盼”。先后办
成孩子入学、老人养老、村容改造等桩桩“大事”；也从细
微处着眼，解决了独居老人精神慰藉、病人看护、用水吃
水等件件“小事”。

多了门“亲戚”

11 月 8 日，立冬。傍晚 6 时许，风声河村的街巷已万
籁俱寂。

白永明家距离村委会不远，走路几分钟便到。院里
黑灯瞎火，只有老人的卧室亮着一盏灯。走进屋，曹志坚
来到病床前，为躺着的白丁香老人翻翻身、掖掖被角，和
一旁的白永明“拉呱”。“叔，这几天身体咋样？”“不赖、不
赖！”80 岁的白永明笑着说 。 他 几 年 前 双 腿 骨 折 ，恢 复
后 至 今 行 动 不 便 ，但 老 伴 又 因 脑 梗 卧 床 失 去 自 理 能
力 。 作 为 村 委 委 员 ，曹 志 坚 隔 三 差 五就上门看望两位
老人，和老人聊聊，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还找来卫生所
医生每个月两次上门为老人测量血压、检查身体。白永
明 老 人 闲 不 住 ，种 了 柿 子 、苹 果 和 花 椒 ，有 时 坐 在 村 口
卖，换点儿生活费。前几天上门时，得知老人的这些农副
产品不好卖，曹志坚打电话联系到朋友，帮老人解决了
难题。

“老姨，吃完饭咧？”与此同时，网格员白莎莎来到独居
老人韦培花家里。看到地上有垃圾，她随手拿起扫帚扫起
来。“这两天天凉，您用电暖气的时候注意安全！”白莎莎每
周三次来韦培花家中坐坐。老人腿脚不灵便，白莎莎来了
就帮忙收拾家，还经常帮着买菜买水果，干完活儿就和老
人聊聊天，排解老人的寂寞。

“莎莎就像自家娃娃一样！”韦培花老人拉着白莎莎的
手在炕上坐下。通过“乡村夜话”，村民们多了门“亲戚”。

少了点烦恼

“终于找到原因了！”11 月 7 日下午，村委委员白建平
来到村民薛娇家，蹲在刚挖开的管道前仔细查看。

原来，该村部分村民采用天然气壁挂炉取暖。几天
前 ，白 建 平 开 展“ 夜 话 ”入 户 时 感 觉 薛 娇 家 特 别 冷 ，一
问 ，薛 娇 的 丈 夫 反 映 说 ，他 家 的 壁 挂 炉 一 直 抽 不 上 水 ，
无 法 供 暖 。 白 建 平 赶 紧 找 来 壁 挂 炉 维 修 人 员 上 门 查
看 。 经 过 排 查 ，壁 挂 炉 并 无 故 障 。 大 家 怀 疑 也 许 是 水
管出了问题，找来维修人员挖开管道一看，果然年久失
修 的 水 管 有 一 截 已 经 破 裂 ，导 致 水 压 不 足 壁 挂 炉 无 法
取暖。

“村干部主动上门服务，为了我家事，村里派人来过好
几回了！”薛娇夫妻很是感激。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 70 岁的老党员白米贵。村委委员
白滨入户时，正赶上白米贵因为家里停水而犯愁。白滨赶
紧找人查找故障原因，最后发现是通往此处的支水管破
裂。经过几小时抢修，这一问题被解决。

“乡村夜话”使村干部能及时了解到群众的“急难愁
盼”，并使其高效地得到解决。

办了些实事

走在风声河村里，路面洁净有序，堪比城市。村里的
14 个垃圾回收点设置了垃圾桶，实现定点倾倒垃圾，环卫
工人日清日结。来到村中央，200 多平方米的廉政文化广
场宽敞平整，篮球场、健身器材错落有致。

而所有这些来自风声河村党支部书记刘建生在和老
人们下棋时的“意外收获”。

一次，看到老人们围坐下棋，刘建生也“混”入其中，与
大家“杀”得不亦乐乎。酣畅淋漓之际，老人们打开了话匣
子。“看看这村里脏的，啥时候能变干净？”“还有咱村中间
尽是垃圾，也没有个活动的地方！”

老人们随口一说，刘建生却一一记录在心。很快，他
就协调蓝泰公司，对方以低价为村里进行环卫保洁。同
时，村中心的垃圾得到清理、路面予以平整、健身器材安装
完毕……不久，令人赏心悦目的廉政文化广场建好了，成
为深受村民喜爱的文体活动聚集地。专业环卫团队的服
务，也彻底改观了村容村貌。

这样 的 事 例 比 比 皆 是 。 刘 建 生 还 曾 专 门 跑 到 村 里
的 理 发 馆 ，听 听“ 婆 姨 们 ”的 心 声 。“ 这 每 天 送 娃 娃 上
学 ，骑 电 动 车 还 得 10 来 分 钟 ，路 远 不 说 ，好 几 个 红 绿
灯，太危险！”原来，近年来，村里的娃娃都是在几公里外
的旧矿部小学上学，该校距离风声河村有几公里，途中很
不安全。

怎样能解决这一问题？刘建生了解到，村旁边新建起
开城小学，从村里走过去只需五六分钟。他将情况汇报给
西铭街道领导，又向万柏林区教育局反馈家长的需求。几
经沟通，最终，村里的小学生都可以到开城小学入学。“这
样一来，娃娃们自己就能上下学，太方便了！”提及此事，村
民闫菲开心得合不拢嘴。

凝聚了民心

风声河村没有村集体产业 ，村民收入不高，大多依
靠外出打工为生。村里有 1000 多名村民，老人占到四
分 之 一 ，为 加 强 养 老 保 障 ，村 里 每 个 月 为 每 位 老 人 发
100 元。此外，为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村里建起“奖学
金”机制，每年为考入本科院校的学子一次性发放每人
1000 元到 3000 元不等的奖学金……村民们争先恐后地
给记者讲述着。

“这都是‘乡村夜话’的功劳！”乡亲们异口同声。
两年多前，刘建生来到村里上任。为了促使“两委”干

部了解群众需求，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他建立起“乡村夜
话”机制，采用“两委”包户、每周汇报的工作制度，将“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贯穿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过
程、各方面，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乡村建设新格
局。“两委”干部通过开展晚饭后闲谈来察民情、解民忧，在
家长里短中了解村民的“急难愁盼”。此外，“两委”干部还
拓宽工作方式，进田头、上炕头，加深与群众的连接。

“两年多来，‘乡村夜话’受到村民热烈欢迎，增进了干
群感情、提升了治理服务效能！”西铭街道党工委书记裴巍
伟介绍，风声河村推行“乡村夜话”以来，“两委”干部真正
走进群众心中，为进一步了解群众需求、确定工作方向提
供了重要参考。“乡村夜话”成为搭建党群关系的桥梁，发
挥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也赋予基层治理新的
时代内涵。该街道将基于这一成功实践，在全街道逐步推
广“乡村夜话”模式，最大程度地调动村民群众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的积极性，激发基层治理“新内核”，焕发乡村建设

“新动力”。 记者 侯慧琴 文/摄

“一二三，嘿；一二三，嘿……”和着有节奏
的号子，一捆捆葱白莹润、葱叶翠绿的大葱沾染
着新鲜泥土，被农民们合力装上车。

号子声、收割机声、笑语声，在小店区北格
镇 流 涧 村 的 香 葱 基 地 奏 响 了 一 曲 丰 收 的“ 交
响乐”。

流涧村 150余亩葱田喜获丰收。“我们村有
300 余年的种葱历史，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让流
涧 大 葱 的 品 牌 再 次 亮 起 来 ，让 村 民 口 袋 鼓 起
来！”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二宝眺望
着满目青翠的葱田，喜滋滋地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初，“流涧大葱”远近驰名，因为得天独厚
的沙质土壤和气候条件，造就了流涧大葱崩丝、
味美的独特口感。

2023 年 年 初 ，村 集 体 从 村 民 手 中 流 转 回
150 余亩土地复种大葱。在种植模式上，创新
了“党建+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品种选择
上，用现代模式种植了 100 亩山东千腾三号大
葱，还原古法棱栽方式种植了 50 亩流涧大葱。
经过精心培育，亩产达到了 3500 余公斤，150
亩农田可收获 500多吨优质大葱。

“还是记忆中的味道，别看个头小，味道可
不是一般葱能比得了，凉拌热炒两相宜！”流涧
村村委会副主任原志强边擦汗边说。除了土
壤和气候，种植过程采用了天然养护技术，从
品 种 选 择 、播 种 育 苗 到 田 间 管 理 ，聘 请 农 技
专家全程把脉指导，就为了保证大葱的口感与
品质。

牵牢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流涧村今年
重兴大葱种植传统，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农业生
产带来的实惠，村民经济收入提高了近一半。
大葱的规模化种植、优化品种结构以及带动的
储藏 、运 输 、销 售 等 环 节 ，也 为 村 民 提 供 了 就

近务工的机会，仅收葱一项每日就能赚到 150 元。“不出
村就赚钱，家里事也误不了，好着呢！”村民张风娥难掩心
中喜悦。

乡村小产业，“葱”满大希望。流涧村党支部正继续在
品牌打造、产销对接上下功夫，与省农科院、大型商超、企
事业单位等对接，让大葱种得好、销得出、有利润，绘出一
幅百姓富、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生动画卷。

记者 王 丹 通讯员 李俊羿 文/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太原
市博物馆讲解员甘露。太原是一座拥
有 5000 多年文明史、2500 多年建城
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甘露一
天的工作，从这几句开场白开始。

工作 9 年来，她始终坚守在岗位
的第一线，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提
供讲解服务共计百余场、万余人次。
在陈展面积 14900 余平方米的太原
市博物馆，完成一场讲解接待平均需
要 2 个多小时，甘露每天都“用脚步
丈量历史”，用声音和情感向观众讲
述关于“锦绣太原”的动人故事。

作为博物馆最重要的传播方式，
讲解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着
观众的观展效果。太原市博物馆的
讲解员，一字不差地记背 3 万字讲解
词是基本功。日复一日的展厅讲解，
让甘露从起初“能不能做好”的自我
怀疑，转变成之后“只管顶上去”的坚
定，并且在讲解结束后收获了“我一
样可以”的自信。

“初入博物馆时，我遇到了许多
困难与挑战。”甘露对记者说，“因为
我大学期间学习的是传媒专业，从事
博物馆讲解工作有点儿‘跨界’。再
加上太原的文物、景点星罗棋布，每
一处背后都有一段悠久的历史，要如
何表达才能向观众展现太原深厚的
文化底蕴，这是当时让我觉得很有压
力的事。”

为了让讲解内容真正走进观众
心 中 ，甘 露 从 最 开 始 拿 着 材 料“ 傻
背”，到后来思考讲解词背后的意义，
逐 渐 找 到 一 名 博 物 馆 讲 解 员 的 感
觉。“现在，我觉得博物馆是一座城市
的发展史，而我就是文物代言人，是代替文物把城市的历史
讲述出来的人。”甘露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流露出笃定
的神情。

2021 年 5 月 18 日，太原市博物馆基本陈列“锦绣太原
历史文化展”正式对公众开放，博物馆决定开展当天由甘露
担任开幕讲解员。接到任务时，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甘露索
性进入到施工的展厅，和施工团队共同工作。在震耳欲聋
的装修声中，对展品逐件研究，对展厅逐个熟悉。

准备过程中，最让甘露犯怵的就是如何讲好“太原城的
发展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大量查阅相关历史书籍，遇
到不懂的知识点就向前辈请教，最终圆满完成首讲任务。甘
露说：“所有的付出都化作收获的喜悦。首讲结束那一刻，我
觉得自己和生活的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如今，“锦绣太原历史文化展”已开放近 3 个年头，每当
甘露向观众讲到“公元前 497 年，晋国公卿赵鞅在汾水以西
筑造城池，这就是决定晋国赵氏命运、决定韩赵魏‘三家分
晋’的军事堡垒晋阳城”时，观众都会被“太原肇建”这段历
史所吸引；每当甘露讲到建立“大唐盛世”的“太原公子”李
世民重回晋阳，来到晋祠后写下千古名篇《晋祠之铭并序》
时，观众也会被文章中写到的“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
化”的治国理念所启发。

在讲解过程中，甘露渐渐地对这座屹立在晋水源头的
城市迸发出真挚且炽热的情感。她开始希望通过创新的、
有温度的讲述，向更多观众介绍太原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流动博物馆活动”不仅让甘露的这一想法顺利实现，也
让更多观众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文物的守护者。

近年来，甘露走进一电小学，给孩子们讲西晋志士刘琨
和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走进万柏林区五三社区，向居民
们介绍三晋文化名人傅山先生的故事；走进太钢集团，向工
人们分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盛景；走进
军营，带领官兵们共同回顾太原作为“四战之地、攻守之
场”，从“三家分晋”到“北朝称雄”……

汾水悠悠奔流不息，文脉绵绵赓续不绝。甘露说，在加
快率先转型发展、全面再现“锦绣太原城”盛景的不懈奋斗
中，作为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她将始终保持对博物馆工作的
热爱，更加用心、用情、用力地讲好“锦绣太原”故事，让更多
的人喜欢太原、爱上太原。 记者 阎轶洁

风声河村“两委”干部走入群众家中“乡村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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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红色故事 致敬信仰力量

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举行《永祚霞光》专场演出

《永祚霞光》演出剧照。 （由受访单位提供）

本报讯 近日，太原市文化艺术学校组织全校师
生创排红色题材现代晋剧《永祚霞光》，并举行专场演
出，让更多党员干部群众领略红色文化魅力，享受红
色精神盛宴，感召鼓舞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赓
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永祚霞光》以古交市岔口乡关头村晋绥八分区
“钢铁走廊”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并州儿
女同仇敌忾、奋起抗争的故事。该剧由太原市文化艺
术学校党支部书记、国家一级编导王小东与青年编导
李雅洁共同编剧，王小东担任总导演，国家一级编导
演赵祥、国家一级导演张芬担任导演，国家一级作曲
孟文、张朝阳担任音乐创作及唱腔设计。今年 4 月 27

日至 29日在太原工人文化宫首演时，获得社会各界一
致好评，徐向前元帅长子徐小岩专程赴现场观看，对
该校师生共同创排演绎这样一台红色题材的晋剧给
予肯定。

此次专场演出共分三场，分别面向省城群众、机

关干部、专家学者等。演出过程中，剧场座无虚席，广
大观众在跌宕起伏的剧情、生动婉转的唱腔中重温历
史，切身感受老一辈共产党人为国家、人民无私奉献
的高尚革命情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迎泽区法院、
检察院及老军营社区等党组织，将主题党课搬入剧
场，通过组织广大党员观看演出开展了别开生面的党
性教育。

《永 祚 霞 光》也 引 发 了 业 界 专 家 学 者 的 共 鸣 。
鲁 迅 文 学 奖 获 得 者 、作 家 葛 水 平 观 看 后 ，主 动 上 台
与 师 生 演 员 深 入 交 流 ，对 小 演 员 们 给 予 高 度 赞 赏 。
文艺评论家、年逾九秩的韩玉峰观演后表示：“这部
剧 赋 予 寺 院 的 紫 霞 牡 丹 以 人 文 之 魂 、革 命 之 义 、艺
术之美，实属独创，真正是一部传承红色基因、文旅
深 度 融 合 的 好 戏 。”戏 剧 理 论 家 郭 士 星 说 ：“ 太 原 市
艺 校 这 些 年 坚 持 传 承 血 脉 、传 承 艺 术 ，先 后 推 出 多
部大剧作，每部戏都坚持师生同台、教学相长，这样
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值得推崇。” （阎轶洁）

讲
好
﹃
锦
绣
太
原
﹄
故
事

—
—
记
太
原
市
博
物
馆
讲
解
员
甘
露

成堆的大葱。

本报讯 11 月 2 日消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
化管理以来，万柏林区依托网格化服务管理优势，探索构建
起“退管+网格”联动机制，企退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

该区综治中心将“平安太原综治信息平台”“万柏林基
层治理赋能平台”作为重要支撑和载体，打通数据壁垒，统
一信息采集、补充、更正，打造“一本企退人员台账”，加强对
企退人员的精准化管理，方便街道、村（社区）筛选、分类和
管理，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目前已导入企退人员 7.1 万
人，标签化管理 5.9万人，记录服务事项 63件。

企退人员利用“平安并州”小程序，将矛盾纠纷、便民需
求、心理辅导、投诉建议等在网上“点单”，网格员接单后为其
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全区已有 459 名企退党员担任网
格党支部书记、1040名企退人员担任微网格员。 （尹 哲）

万柏林区构建企退人员

“退管+网格”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