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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主题党日坚持了啥
——蹲点河北前南峪村纪事

“最美山水”用活文化“调色板”
——广西桂林文旅融合推进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观察

第三届翰墨天府书法展开幕 成都书法家挥毫展现爱国情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在

广西桂林市，以自然为底、文化为

魂，宜人的山水风光与诗意的历史

文化碰撞，不仅装点着游人的记忆

空间，也激发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

展活力。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名城，

同时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在推进国

际旅游胜地建设进程中，当地以文

促旅、以旅兴文，推动文化旅游生态

融合发展，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一

城文化满城绿”的风韵不断彰显，让

诗意更浓，远方如家。

重现经典
让历史“活”起来

立冬后的桂北渐增凉意，农妇

丁秀珍在家门口仍能遇到外地游

客，她家所在的兴安县严关镇江西

坪村紧靠灵渠，清澈河水环村而过。

村庄民居古色古香，古樟树掩映着

青石灰瓦，新修的“三米驿站”古街

再现着昔日灵渠码头商贸繁荣的

景象。

跨越2000多年的灵渠是中国文

化重要的历史遗存。在灵渠沿线，近

年来结合历史、人文打造起的文旅

项目，让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活”起来，河段经过修缮陆续复航，

绿道串联起的“灵渠人家”旅游线路

成为游客追捧的新热点。

行走在桂林可以看到，众多历

史文化经典正散发着新活力。独秀

峰下的明代靖江王城古韵尽显，“逍

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的

名楼胜景重现，“老桂林街巷标本”

正阳路东西巷经过打造，还原明清

历史风貌，成为城市的新地标……

在灵川县大圩镇，被誉为广西

“四大古镇”之一的大圩古镇将历史

文化、古建筑文化、商埠文化等人文

资源进一步融合，沿岸青石板街老

式作坊、店面林立，年接待游客达

120多万人次，旅游消费逾10亿元。

在古镇周边的村庄，旅游收入成为

村民收入的支撑，同时村集体经济

每年增收10余万元。

山水间的历史文化再现，得益

于保护工作的跟进。据介绍，2014

年以来，桂林大力实施“寻找文化

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战略，对

“散珠碎玉”的历史文化进行搜集

整理，加大研究和文化精品打造力

度，并成立了桂林历史文化研究

院，开展桂林历史文化资源调查，

整理发掘了 9 大类 12 个专题历史

文化资源名录。这些宝贵的资源逐

步在文旅一体战略中显现出重要

价值。

挖掘民俗资源
展“全景”桂林

唱 山 歌 来 ，这 边 唱 来 那 边 和

……轻轻一哼，一曲刘三姐山歌激

荡起许多人记忆的涟漪。每当傍晚，

阳朔县田园路附近车流人流便密集

起来，方圆两公里的漓江水域，山峰

隐现、水镜倒影，山水剧场《印象·刘

三姐》让人沉醉。

作为国内山水生态实景演艺项

目典范，《印象·刘三姐》以桂林山水

资源与广西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

将文化和旅游紧紧相融，自 2004年

正式公演以来，每年演出 500 多场

次，几乎场场满座。

“以前游客主要是白天坐船看

山水，有了《印象·刘三姐》，现在晚

上也热热闹闹。”阳朔县阳朔镇木山

村村民徐全光白天务农，晚上参与

《印象·刘三姐》的演出，至今已 10

多年。融合了文化元素的旅游项目

带富了这个漓江边的村庄，“村里田

地少，大部分家庭都参与演出活动，

户均年增收3万多元。”

“桂林有山水，更有文化。”经典

影片《刘三姐》里“刘三姐”的扮演者

黄婉秋已年过七旬，提到漓江的山

水与文化热情不减。

“刘三姐现象”是桂林以文促

旅、以旅兴文的生动案例。桂林不断

挖掘民族民俗文化，打造出了一批

精品文化演艺项目，“演艺之都”的

新名片日趋闪亮。

在桂林走访，笔者看到，整合民

族民俗文化元素的特色旅游项目层

出不穷。在龙胜各族自治县，当地将

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进

行深度发掘和包装，村民们带来的

梯田耕作、红瑶长发舞等项目，让人

流连忘返。目前，桂林全市已有阳

朔、龙胜、兴安等 6 个县（市、区）荣

获“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称号。

“旅游+”助推
产业融合升级

当前，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

桂林文旅融合的文化“调色板”越用

越活，红色文化、节庆文化、体育文

化、康养文化，各类文旅融合项目在

“旅游+”业态下日渐红火，推动了当

地产业提质升级，文旅资源优势成

为发展优势。

据统计，今年以来，以各种形式

到桂北参加“游动湘江、弘扬伟大长

征精神”和“翻越老山界、走好长征

路”等红色主题活动的人员逾100万

人次，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红

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新圩阻击战

史实陈列馆自今年 9 月开馆(园)以

来，接待游客已超过30万人次。

与此同时，“旅游+节庆”等业态

也带动着桂林全域旅游、乡村旅游的

发展。“现在许多县都有特色节庆，比

如阳朔渔火节、恭城桃花节等，我们本

地也有美食节，既吸引客流，又有利于

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漓江流域“最后

一村”南佛村党支部书记黎长发说。

在康养、体育方面，会仙湿地度

假小镇等一批投资 100亿元以上的

健康旅游项目落地实施，桂林国际

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获评国家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形成了“医养

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举办环广西公

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桂林国际马

拉松赛等一系列重大赛事，“旅游+

体育”硕果累累。

着眼于“旅游+”，桂林实现了文

化、旅游“1+1>2”的效果，产业不断

融合升级。统计显示，2018年桂林实

施文化旅游重大项目110项，总投资

1260亿元，全年接待游客数突破1亿

人次，旅游总消费首次超过 1300亿

元，以文化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今年预

计接待游客量将超1.3亿人次，实现

旅游总消费1700亿元以上。

（新华社 王念 徐海涛）

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地处

太行山深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旧址所在地。自1964年起，每

月 15 日，村里的党员都会聚到一

起参加主题党日活动，村里的重大

决策，也在党日活动中形成。

如今的前南峪村，已从穷山沟

变成了花果山，有“太行明珠”之

美誉。55 年主题党日活动坚持了

什么，又带来什么？笔者近日在前

南峪村进行了蹲点采访。

55 年坚守
主题党日活动聚民心

11 月 15 日晚上，前南峪村会

议室里人头攒动，每月一次的主题

党日活动如期进行。这一次主题是

围绕冬季淡季旅游配套上档升级

和果树品种更新换代开展讨论。

前南峪村现有村民 396 户，

1456 人，其中党员 106 名。对前南

峪村民来说，15 日是一个特殊的

日子。这一天，不论风吹日晒，党

员们都会在晚饭后自发聚到一起，

议议村里的事情。

前南峪村党委书记郭天林说，

1963年 8月，前南峪发生了特大洪

水，几乎毁掉所有山场植被。1964

年 1 月 15 日，村里召开党员会议

研究洪灾后村里怎么办。最终定下

改造山川的20年发展规划：5年垫

地，5 年上山植树，3 年兴水利，7

年治山。

“在最艰苦的年代，这样的会

议凝聚了人心，当时也没有叫主题

党日。会后大家约定，今后无论谁

在台上，就要把这个活动和这个规

划坚持下去。”郭天林说。

到了 1977 年，前南峪村修出

河滩地和梯田 400 多亩，栽种板

栗万余棵，他们再也不为吃饭发

愁了。此后，村里无论植树造林、

发展集体经济上工矿企业还是后

来砍掉工矿企业走绿色发展之

路，重大决议都是在党日活动中

讨论出来的。

前南峪村党员张桂书告诉笔

者，在前南峪村，凡是涉及群众利

益的重要事项，都会在党员中进行

研究讨论。通过党日活动统一思

想，将全体党员群众凝聚在党组织

周围，也牢固树立起了“全村一盘

棋”的大局意识。

与时俱进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初冬时节，寒意袭人，但前南

峪村张小军家中却暖意融融。“家

里今年装了新型秸秆气化壁挂

炉，党支部想着咱老百姓嘞。”张

小军指了指家中的温度计，美滋

滋地说，“室内温度超过 20 度，关

键咱们烧气做饭、取暖不花钱，栗

树上剪下来的树枝兑成气，足够

全家整年烧。”

这是前南峪村新上的秸秆气

化炭化联产项目，以板栗、苹果等

果树枝干为原料，经过高温热解反

应，生成一氧化碳、氢气、甲烷等

可燃气体，由供气系统送入农户家

中。郭天林说：“我们村果树枝比

较多，用秸秆燃气既改变了烟熏火

燎取暖做饭的传统方式，又节约了

村民生活费用，村里的环境也得到

了改善。”

冬季供暖是事关民生的大事,

这是前南峪村党支部为民服务的

一个缩影。55年来，前南峪村主题

党日活动的场地从山场上到果园

里再到如今的会议室里，场地虽有

变化，但不变的是为民造福的宗旨

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

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如何发挥？前南峪村坚持做

到学习内容与时俱进，先后与中国

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

所建立联系，利用党日活动指导讲

学，实现了村有土专家、家有技术

员；同时学党的最新方针政策，确

保中央和上级政策，在前南峪村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

“家家户户有果树，科学管理

要跟上。春节前要邀请河北农大的

专家，到村里为果农开展技术培

训。”前南峪村党员郭海庆表示，

目前村里山场上一些果树品种较

老，我们正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

更新换代，以丰富采摘种类，提高

果品品质。

培养后备力量
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

近年来，前南峪村积极推动

把技术能手、管理人才培养入党，

把党员培养成村里骨干。郭天林

说，前南峪村采取传帮带制度，老

中青结合，每年都会发展两三名

年轻党员，“既然我把老书记的接

力棒接起来了，我也要把接力棒

传给年轻人。”

36 岁的郭静波是前南峪年轻

党员的代表，去年 9 月，他当选为

村委委员。郭静波告诉笔者，全村

106 名党员中，像他这样的 80 后

年轻党员有 34 名，他们成为前南

峪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今，前南峪村走上了红色文

化与绿色观光相结合的生态发展

之路。现每年村里吸引游客 45 万

人次，全村80%的家庭都在从事与

旅游相关的农家乐、生态采摘等行

业，林果和旅游两方面收入超过

1.34 亿元，全村总收入 1.99 亿元，

人均纯收入18600元。

（新华社 高博 杜一方）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
矛）11月 20日，“我和祖国共成长”——

成都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暨第三届翰墨天府书法展在四川成

都文轩美术馆开幕，以书法歌颂伟大祖

国，展示新时代风采。此次展览展期至

11月24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据悉，此次展览的主旨是：举旗帜、

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坚守

传统理想，植根深厚的民族文化，重建

当代书法精神，热情讴歌新中国建设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此次活动收到投稿共

718件，最终评出入展作品225件。书法

爱好者孙彦喆在参观展览时告诉记者：

“从这些书法作品中我感受到了书法的

力量，也感受到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我

希望能把书法文化传承下去。”书法家

陈岩的作品入选本次展览，他表示：“这

次活动是我们为伟大祖国献上的祝福，

同时也希望能为发扬、推广、传承书法

文化出一份力。”

近年来，成都积极推进书法教育进

校园、进社区等，书法学习与创作的氛

围浓厚，成为引领城市文化建设、提升

市民文化修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一

个着力点。

四川邮政
“双11”日处理量
再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记者11月

20 日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

公司获悉，11月 11日至19日，9天时

间里，全省共收寄邮件1145万件，同

比增幅 89.8%；全省共处理邮件 2996

万件，同比增幅 49%，日最高处理

360万件，再创历史新高。

面对今年全网“不限流、不限

量”，全省邮件量再创新高的巨大压

力，四川省邮政直面挑战、全员精心

组织、勠力同心、全员出击，全力奋战

“双11”。尤其在“双11”期间，阿坝州

若尔盖县等地飘起了鹅毛大雪，一夜

之间道路被积雪覆盖，但大雪没有挡

住邮政人投递的脚步。全省的邮政快

递小哥们更是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

精神，一直奔波在投递的路上。

遂宁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诵华夏经典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活动，

有利于引领推动全民阅读深入开展，

进一步传承中华璀璨文明，培养爱国

情怀和民族精神，提升精神文明建设

水平。”11 月 20 日，由四川省遂宁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诵华夏

经典 展遂州风韵”2019 年遂宁市中

华经典诵读比赛决赛在遂宁市职业

技术学校举行。

本次入围决赛的选手共有 18 支

队伍，他们用多样化的形式演绎了中

华经典，将评委和观众带入中华经典

文化的意境当中。《梦回南北朝 再诵

木兰诗》《满江红》等以古风的形式，

展现了将士们的爱国情怀；《我们都

是追梦人》《中华少年》《我骄傲我是

中国人》《你的名字叫炎黄》等诉说了

对祖国的眷恋与热爱，表达了对祖国

繁荣昌盛的祝福之情；《大爱写人间》

《杏林有爱，大医精诚》《德术兼备 医

道传承》等讲述了遂宁的“慈善文化”

与医者仁心……一次次情深意切、慷

慨激昂的经典朗诵赢得了现场观众

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近年来，遂宁市委、市政

府始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因子融入思想道德建设、社会行

为规范和现代产业发展，进一步涵养

了人文精神、提升了文明程度。

哈尔滨
特困老年人将优先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

新华社哈尔滨11月 21日电（记

者 强勇）针对老龄化、失能及半失能

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等现状，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近日推出了新举措，要求在

确保特困老年人优先入住公办养老

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办

养老机构床位资源，满足相关养老服

务需求。

记者从哈尔滨市民政局了解到，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人员分为三种情

况：特困人员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实行

随到随住；特殊人群通过优先轮候入

住公办养老机构；精神状况稳定、无

传染性疾病的社会老年人，可根据身

体状况及生活便利情况，通过评估轮

候申请入住公办养老机构。截至目

前，哈尔滨市级公办养老机构入住率

超过90%。

其中，特殊人群包括五类：低保、

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及重

度残疾人；退役军人及其他享受抚恤

补助待遇的优抚对象中60周岁以上

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

有本市户籍，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后

(三级以上残疾)未再生育、收养子女

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对社会做出

重大贡献的 60周岁以上老年人；80

周岁以上高龄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目前哈尔滨公办养老机构正逐

步提高中度失能、重度失能收住对象

床位比例，其整体床位数量、类型、

轮候顺序将在市政府网站民政局板

块、助老服务信息平台进行公示，加

强透明化管理。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以“服务+”
贯穿共享单车管理始终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从 180 万

辆到 60 万辆，从无序到有规，近几

年，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共享单

车秩序方面积极探索，从为每辆车建

立起完整的“生命档案”，到将每月

15日定为全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集

中清理日，再到《成都市废旧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巡查清运回收管理办法》

的出台，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扎扎

实实建立了一套从准入到控量、从运

营管理到单车生命周期管理的全流

程解决方案，以“服务+”贯穿共享单

车管理始终。

细致的服务是成都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对共享单车管理工作态度的

最好注解。“我们主动服务企业，以服

代管的初心不变。”成都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市容和广告招牌管理处处长

李健说。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细致

入微的服务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如每

月底，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都会安排相

关处室带头上街帮共享单车去除“小

广告”；冬季来临，骑行量显著下降，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开始部署新

一轮的工作，将督促企业减量 30%~

50%，就近仓储并由街道办事处和基

层执法队员不定期清点，到春天再逐

步放出。共享单车管理的“成都经验”

屡获点赞。一年来，十多个城市到成

都考察调研、学习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