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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关县龙泉镇刘寨村位于县
城东部龙山脚下，是一个具有千年
历史的古村。

走进刘寨村，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那座引人注目的刘寨村“里程门”
景观门楼。它挺立在村口，仿佛是
刘寨村村民热情洋溢的欢迎之门。

门楼正中，“善德、孝亲、知根、
洒绿”八个金色大字在水泥背景上
熠熠生辉，展示着刘寨村的精神坐
标和村民们世代传承的美德与信
仰。放眼望去，整齐划一的二层楼
房与周围的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让
人感受到刘寨村的朝气蓬勃。

刘寨村深处，龙山酒业有限
公司静静坐落在巍峨大山的怀抱
之中。

走进龙山酒业，有幸见到负责
人李长虹。令人惊喜的是，他不仅
是一位资深的酿酒从业者，还是一
位文学爱好者。文学与酒业的奇
妙缘分，让龙山酒业增添了几分文
化韵味。

李长虹介绍，龙山酒业有限公
司是壶关唯一集研发、生产、销售
纯粮酿造清香型白酒为主导的民
营企业。公司产业园区总投资高
达5000万元，占地面积3万平方
米。经过多年的建设、探索和发
展，现已建成地缸发酵、生产、包装
车间及配套功能建筑2万平方米。
公司已注册“晋玉壶”“潞壶”等多个
商标，并成功开发生产10余款“晋
玉壶”系列纯粮白酒。

在李长虹的带领下，穿过高粱
储藏区、大曲储藏区，来到硕大宽
敞的地窖窖池发酵区。这里，一个
个整齐排列的陶制缸被埋在地下，
只露出缸口。据李长虹介绍，这里
常年保持恒温，厂房内配备有测地
温的温湿度仪。酿酒的陶制缸被
厚厚的棉被严实裹盖，通过调节棉
被的数量来控制制酒的地表温
度。窖缸内含有大量的产香生物，
能让酒醅发酵得更好，蒸煮出来的

白酒也更加香醇。
晋玉壶酒的生产工艺严格而

复杂，包括制曲、投粮、蒸煮、发酵、
取酒等多个环节。最后，经过高温
蒸馏的基酒，还需经过复杂的平衡
酒体、组合调味、检验、品尝后才能
出厂。

传承传统酿制古法，结合现代
酿酒工艺，加之水源取自太行山大
峡谷的清澈甘泉，因此，晋玉壶酒
更加绵柔细腻、醇香回甘。

踏入刘寨村党群服务中心，一
块醒目的展示牌映入眼帘，上面详
细介绍了该村的辉煌履历。这些
成绩与那位精明能干、巾帼须眉的
村党支部书记密不可分。

2011年，在乡村干部和群众
代表的极力邀请下，程玉珍毅然
决然地放下了手头经营的产业，
回到家乡，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增
收致富的道路。经过多年努力，
村里发展起蔬菜大棚、石磨豆腐
厂、手工酿醋厂、小杂粮加工厂等
一系列特色产业，形成了多元化
的产业链条，让刘寨村从贫困艰
难的“十年九不收”转变为“十年
九丰收”。

如今的刘寨村，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得到了
显著改善，宽敞的公路、“里程门”
景观门楼的建成，村里投资建设了
养老院，规划建设了移民安置小
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村
里还发展了蔬菜种植、规模养殖、
水果经济林、光伏发电等特色产
业，村民人均收入大幅增加，村集
体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的同
时，刘寨村还非常注重提高村民的
生活质量。通过红色文化和孝文
化的传承，使村民们更加和睦相
处，精气神也更足了，进一步提升
了村民的生活品质。同时，通过美
化环境、社会治理等举措，完善了
农村公共服务，在教育、医疗卫生
等方面补齐了短板。

在党群服务中心，一位精神矍
铄的老人激动地说：“那可是我们
的村党支部书记！我们村的事，只
要她知道了，肯定会帮忙解决。就
连外村人的事，她也能帮则帮。”老
人的儿媳也在一旁补充说：“我现
在在晋玉壶酒厂上班，也耽误不了
家里的农活，收入增加了，全家人
都乐得合不拢嘴。”

刘寨村头佳酿飘香
邓艳平

刘寨村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本报记者 司敏 摄

2月23日，黎城县西仵镇坑东村，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们手持清洁工具，分
组对辖区内杂物堆放处、落叶杂草丛以
及生活垃圾点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拉
网式”清理整治。

坑东村党支部书记杨俊红说：“我
们从春节前就开始行动了，村干部、志
愿者、群众代表等多方力量参与了整
治。截至目前，已集中清理乱堆乱放
100余处，完成1处860米的河道清淤
工作。我们将把这项工作纳入常态化
管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

今年以来，西仵镇坚持把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任务，采取“统
筹规划、全民参与、重点突破、长效管理”
的工作思路，持续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治
理成效，努力营造和美宜居的乡村环境。

“目前，全镇13个村已全覆盖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我们对人居环境整治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摸排，并建立了
详细台账。”西仵镇党委书记范志强说，西
仵镇科学部署、精准施策，从镇到村相继
召开动员部署会，精准规划筹备阶段、集
中整治阶段、巩固提升阶段的时间安
排。接下来，将通过开展月度观摩评比
及设立“红黑榜”等方式，激励各村积极作
为，力争实现全镇村庄面貌大幅提升。

当日下午，在幸福庄村，10余名志
愿者针对田间地头堆积的杂物、河道沟
渠中漂浮的垃圾等展开集中攻坚。

“在此次人居环境整治中，幸福庄
村不仅注重垃圾杂物的清理，还对全村
的整体环境进行了规划和提升。现在
村民们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越来越高
了。”西仵镇包村干部宋宇翔说。

西仵镇还充分利用荒地、废弃地、

边角地以及公路沿线的闲置空间，见缝
植绿，开展“宜花宜草宜木”的绿化行
动，以美化绿化“微改造”“小妙招”解决
环境整治“老大难”问题。

“我们计划围绕西仵镇主干道，包
括国道207、309沿线作为重点进行打
造，从沿线的薄弱地方着手，集中力量
整改，由外向内、由点到面逐步提升全
镇整体人居环境面貌。”西仵镇镇长康
彦斌表示。

西仵镇积极推广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引导党员群众
全程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文明积分制”兑换等，实现从“引导
群众干”到“群众争着干”的良好转变，
营造“环卫整治全民参与，美丽乡村共
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东旺村充分利用‘村村响’广播、
宣传栏等宣传渠道，广泛宣传环境卫生
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敲门行
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
行动。”东旺村党支部书记程笑华说，村
民们普遍反映，村庄环境的改善不仅美
化了村容村貌，更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
质。“看着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心情也
愈发愉悦。”村民李建忠说。

“下一步将紧盯目标不放松，继续
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聚焦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体要
求，完成东水洋村、赵店村、东旺村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创建工作，实现从

‘一处美’到‘一片美’，从‘一村美’到
‘全域美’，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
强。”范志强说。

——黎城县西仵镇全力营造和美宜居乡村环境
李剑力

从“一村美”到“全域美”

本报讯 为切实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沁

源秧歌保护力度，进一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日前，沁源县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河西影

剧院举办2025年“灵蛇献瑞 福满人间”沁源秧

歌大赛。

比赛现场人潮涌动，来自各乡镇的表演者

同台竞技、各显身手，将民俗传统文化元素融入

到表演中，他们踩着音乐的鼓点，扭起欢快的秧

歌，用俏丽个性的装扮、优美的舞姿、精心设计

的情节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作为青年大学生，我觉得沁源秧歌这种传统

文化很有魅力，它不仅是艺术的体现，还承载了地

方的历史和文化。我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关于

沁源秧歌的创新表演，也希望有更多平台能够推

广沁源秧歌，让它被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也尽自

己的绵薄之力，为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力

量。”交口乡参赛者梅紫欣说。

本次活动为全县12个乡镇的秧歌、文艺爱好

者们搭建了技艺展示、互动交流的舞台，让源于民

间的艺术回归百姓，逐步推动和实现沁源文化人

才本土化、普遍化，进一步激发基层群众的文化创

造力和参与热情。

“本次大赛以‘非遗传承 人人参与’为宗旨，

是我们传承弘扬沁源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

现。”沁源县文化馆馆长樊园说。

（雅琦 玉琦）

沁源县举办2025年度
沁源秧歌大赛

今年以来，平顺县以开展“重大项目建设
年”活动为契机，强化各级各部门项目谋划、
招引、推进，切实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
展。图为2月26日平顺县苗庄镇乡村两级干
部积极谋划产业项目。 王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