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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路南区

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立足乡村资

源禀赋，秉持绿色生态发展理

念，全力抓党建强根基、强项目

兴产业、育特色促增收，以加快

“ 一 村 一 品 ”市 场 化 建 设 为 抓

手，盘活农村各类资产资源，精

准推动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

色食品加工、特色文化和新业

态等“一村一品”项目提产能、

创品牌、拓市场，不断培育壮大

村集体经济动能，打造和美乡

村建设新画卷，绘就乡村振兴

“万千图景”。

优化“指挥链”，四方
统筹上下聚力，凝聚乡村
振兴工作合力

路南区坚持“抓党建促乡

村 振 兴 ”工 作 思 路 ，区 委 直 接

统筹谋划，成立和美乡村提升

攻坚指挥部和 8 个项目专班，

区委组织部、区农业农村局等

各 职 能 单 位 协 同 配 合 ，制 定

《唐山市路南区“和美党建”强

基 行 动 工 作 实 施 方 案》《路 南

区 和 美 乡 村 行 动 提 升 攻 坚 年

行 动 方 案》《加 快“ 一 村 一 品 ”

市场化建设实施方案》等系列

专 项 方 案 ，细 化 分 工 、明 确 职

责 ，形 成 各 职 能 部 门 同 步 发

力、齐管共建的良好局面。同

时 ，加 大 村“ 两 委 ”干 部 、驻 村

（下 沉）工 作 队 培 训 力 度 。 建

立健全“擂台赛”“手拉手”、观

摩拉练等工作机制，采取现场

汇 报 、沉 浸 式 体 验 、实 地 拉 练

等 方 式 ，强 化 多 级 联 动 ，促 进

经验交流。目前，已举办村党

组织书记“和美乡村”擂台赛 4

期 ，干 事 创 业 氛 围 进 一 步 浓

厚。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保

障 激 励 措 施 ，积 极 培 树 典 型 ，

高标准提高离任村干部待遇，

持续彰显组织关怀，提振广大

村党组织书记干事创业热情。

建强“硬支撑”，龙头
带动产业集聚，夯实乡村
振兴发展基础

党建链和产业链的双链并

行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

途径。路南区探索打造“稻香

里”现代农业文化产业园，积极

推动起步区 370 亩农文旅综合

体和 4000 余亩 现 代 化 高 效 农

业 设 施 大 棚 项 目 建 设 。 打 造

集 亲 子 乐 园 、农 业 体 验 、潮 玩

运 动 、主 题 民 宿 、研 学 营 地 于

一 体 的 一 站 式 微 度 假 目 的 地

“ 米 粒 王 国 ”，通 过 辐 射 带 动 ，

实现周边高档民宿、水世界乐

园一批项目“线上出圈”“线下

破圈”。实现在做大第一产业

存 量 的 基 础 上 ，做 好 第 二 、第

三产业引育布局，发展农产品

加 工 业 和 乡 村 旅 游 业 等 新 兴

产业形态，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 合 成 链 ，构 建 农 业 产 业“ 全

体 系 ”，以 产 业 兴 旺 夯 实 乡 村

振兴发展基础。

找准“关键点”，“一村
一品”多点开花，激活乡村
振兴内生动力

发 展“ 一 村 一 品 ”是 做 好

“土特产”文章、激活乡村内生

活里的关键一环，也是推动乡

村特色产业集聚化、标准化、规

模 化 、品 牌 化 发 展 的 重 要 途

径。路南区聚焦于“特”，注重

特色产业品牌建设，以“一村一

品”建设为抓手，通过推进规模

化经营、绿色化生产、标准化发

展、品牌化营销、融合化升级等

措施，逐步形成以安机寨萝卜、

老谢庄花卉等为主导的农产品

产销品牌；以红缨面粉、刘唐保

红薯加工、侯边庄猪爪等为主

导的食品加工品牌；以葫芦烫

画、锯瓷、剪纸等非遗、民俗技

艺为主导的文创品牌，特色产

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不

断提升，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不

断拓展，真正实现以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下一步，路南区将扎实推

广“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经验，因地制宜持续实施“一村

一 品 ”建 设 ，始 终 聚 焦 组 织 振

兴、干部奋进、兴产富民，将党

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群

众聚在产业链上，切实做到兴

一个产业、强一村经济、富一方

百姓，提速形成乡村产业更加

蓬勃、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的生

动局面，奋“党建领航”之笔，疾

“乡村振兴”之书。

（陆南）

本报讯（记者 刘大民）为

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近

日，小山街道组织开展了暑期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宣传活

动，引导辖区青少年群体绿色、

健康、文明上网。

在小山隆义里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志愿者通过播放

幻灯片的形式向孩子们展示如

何健康上网、文明上网、适度上

网，与孩子们一起探讨如何正

确 利 用 网 络 参 与 社 会 知 识 学

习、怎么防范网络诈骗、怎样更

好地保护个人信息。“我妈规定

了我手机上网的时间。”“我在

想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放下手

机 ，不 能 时 时 刻 刻 让 妈 妈 监

督。”“阿姨，我还是想给游戏充

值，你能帮我和我爸说说呗！”

孩子们各抒己见，活动现场热

闹非凡。志愿者为孩子们上了

一节生动有趣的网络安全课的

同时，更为孩子们提出了参与

户 外 活 动 减 少 手 机 上 网 的 想

法，引导孩子们在运动中成长。

网络同心，文明同行。此

次小山街道组织开展的暑期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宣传活动，

受到了小山隆义里的孩子和家

长的一致好评。下一步，小山街

道将以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为载体，壮大社区志愿服务力

量，持续开展各种形式的网络安

全宣传活动，推动网络文明建

设，营造清风正气的网络空间。

本报讯（记 者 赵 欣）为

倡导绿色出行，践行健康生

活方式，强化社区居民的养

生意识，营造全民健走、全民

健身、全民健康的浓厚氛围，

近日，友谊街道友谊里社区

举办“处暑养生 走出健康”健

步走活动。

参加本次健步走的社区

居民精神抖擞，兴致高昂，形

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

们沿着步行道阔步向前，一

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边

进 行 活 动 与 锻 炼 经 验 的 交

流，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感

受着社区活动带来的愉悦。

处暑时节，暑去凉来，气

温逐渐下降，是养生保健的

重要时期。此时参加户外活

动，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促

进新陈代谢，调节身心状态，

达到养生的目的。

本次健步走活动既增强

了社区居民的身体素质，又

融洽了邻里感情，更加充分

体现了“绿色、低碳、环保”科

学 健 康 的 生 活 理 念 。 下 一

步，友谊里社区将继续大力

开展健康教育与宣传，强化

全民养生保健意识，为社区

居民创造更加健康、和谐、美

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 母亲一句“万顺书

场你再想想办法开……”然后

再无任何声息，一句没有说完

的叮嘱牢牢地镌刻在唐建文的

心中。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冀东段派评书”代

表性传承人唐建文出身于曲艺

世家，他从青丝到白发，为曲艺

事业奉献了大半生，用一颗初

心坚守、传承唐山的曲艺文化。

1979 年，唐建文由河北省

军区独立师宣传队退伍，分配

到唐山园林局工作。2004 年至

2012 年间，曾任唐山市凤凰山

公园主任。2016 年 4 月，在唐

建文退休之际，将珍藏和征集

8 年之久的有关凤凰山 130 年

历 史 的 老 照 片 和 其 他 文 史 资

料，在凤凰山公园文化艺术中

心举办了《凤凰山百年话沧桑》

文史图片展，在当时可谓是观

众如潮，盛况空前。特别是在

山顶乾隆、道光、光绪及民国年

间那 5 块石碑上的文字恢复方

面填补了全市空白，成为目前

内 容 最 完 整 的 版 本 。 还 编 著

《有故事的凤凰山公园》一书，

该书成为唐山·世界园艺博览

会的重要交流文献，为研究凤

凰山乃至唐山市发展史积累了

宝贵的资料，有着极高的研究

价值。

唐建文的母亲段少舫曾是

一位评书、鼓书表演艺术家，解

放初期就在唐山走红。然而，

正处于艺术巅峰的她，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被砸成重伤，

从 此 退 居 幕 后 ，开 办 万 顺 书

场。各地名家相继来此演出，

唐山的老观众又有了听书的场

所，小小的书馆一度出现了难

得一见的热闹景象。但好景不

长，母亲住院了，病得很重，万

顺书场不得不暂停运营。在她

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叮嘱成为

日后重修再建万顺书场的强大

动力。自 2018 年 10 月，唐建文

利用母亲遗留下的 300 多平方

米的房产，放弃了高额的租金

收入，重开万顺书场。他不以营

利为目的，肩负着曲艺文化传承

的重任，逆行而上。为了坚守

唐山市仅有的这块曲艺阵地，

他说服了老伴儿和家人卖掉了

自家一套房产，陆续投资近百

万元对万顺书场进行了扩建装

修和设备购置，舞台灯光音响

等设备一应俱全。唐山曲艺演

员老中青少四世同台每周在此

演出，退役军人、残疾人、少年儿

童一律免费入场，每年公益演

出、公益培训要进行近百场。

2022 年，唐建文自掏腰包，

在万顺书场增设了河北省首家

以曲艺为主题的《曲艺史话说

唐山》展览。利用家传的极具

代表性的曲艺老物件、老照片、

各类曲艺伴奏乐器、作品、手稿

及名人手札为展品，有些物品

已传承五代达 120余年，具有珍

贵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该

展览展出了唐山曲艺 200 余年

的发展史，让广大观众在观看

曲艺节目的同时，领略到唐山

曲艺文化的厚重和渊源，从而

使唐山曲艺得到传承和发展。

如今，万顺书场被评定为

河北省“燕赵老字号”和“河北

省曲艺人才工程培训基地”，不

但具备演出和培训功能，也为

我国北方曲艺艺术的研究和探

讨积累了大量的曲艺资料，为

唐山市打造了一块传承曲艺的

文化宝地。有人问唐建文靠什

么来支撑这个产业，他的回答

是：“我们靠的是这一众敢于坚

持的群体，靠的是对曲艺文化

的自信。再艰难的事，只要有

人做，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王昊）

坚持党建引领

路南区绘就乡村振兴“万千图景”

唐建文：曲艺初心坚守文化自信友谊里社区开展健步走活动

小山街道

守“童”行网络 护清风正气

图为参加健步走活动的居民队伍。 记者 赵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