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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6日，北京机电研究所所
长梁丰收，中信机电制造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张俊国一行到翼城县就高端制造产业
发展进行考察调研。翼城县委书记王渊，县
委副书记、县长刘锋等一同调研。双方就舜
达锻造公司、山西锻造厂发展前景进行了
深入交流，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在舜达锻造公司，梁丰收、张俊国一
行在厂区边走边看，对公司产能、设备使
用、营商环境等进行了详细了解。随后，
双方在山西锻造厂进行了交流座谈。

张俊国说，通过实地调研，我们看到
了山西省委提出的项目建设转型发展纲
领在翼城形成了广泛共识，得到了大力
推动和执行，尤其是翼城县委、县政府解
放思想、干事创业的魄力，让项目落地有
了新进展。张俊国表示，下一步，中信机
电将会加强和翼城县政府的对接力度，
对整个项目资产进行盘算和摸底，确定

发展方向，成立园区和技术工作团队，制
订各种装备、设备生产标准、规模、工艺
规划，推动项目落地。

梁丰收表示，北京机电研究所会在

技术上提供更多服务，全力配合，把项目
资产盘活，让技术水平、生产效益、产品
质量达到最优水平。

王渊对考察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和感谢。他说，今年以来，翼城县委、县政府
按照省委、市委发展思路，把产业集聚区作
为转型发展的主引擎、主阵地，高标准打造
装备制造、铜合金新材料、高质量钢铁新材
料三个工业园区，通过多次与中信机电制
造公司洽谈、对接，厚植了合作基础。与此
同时，我们还在创新工作思路、优化营商环
境、做好协调服务等方面做足了文章，今天
听了各位专家对锻造行业发展、设备的分
析，更下定了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现在项目
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倍感珍惜。

王渊表示，下一步，翼城县会始终持续
保持和中信机电制造公司的互访及良好沟
通，充分发挥区域、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全力
支持，积极配合，为企业做好全方位服务，同
时，希望不断深化和扩大双方合作，促进项
目尽快落地，造福一方百姓，实现互利共赢。

刘锋说，舜达锻造项目取得新进展
是全县期盼已久的一件事情，我们将举
全县之力促进这一项目和人才、产业基
础较好的山西锻造厂共同经营，实现融
合发展，以实际行动推动装备制造业再
上新台阶。 （李茁壮 张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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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关注

开 展“ 三 零 ”单 位 创 建

提 高 基 层 治 理 能 力

尧舜禹汤四圣宫尧舜禹汤四圣宫

本报讯“三零”单位创建工作开展以来，翼城县严
格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以六治、六联、三网、一联
系点、一平台的“66311”工作为抓手，坚持属地管理和
条块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强化落实，探索创新“六聚
焦六强化”，构建起“一核引领、多元协同”基层治理新
模式，高站位统筹谋划，高起点整体布局，全力下好“三
零”单位创建“一盘棋”。

自王庄乡上石村金牌调解室成立以来，该村以金
牌调解室为依托，积极探索以德治、法治和自治三者有
机结合的创建模式，成功调解宅基地、耕地、道路、房檐
滴水等纠纷10余起，同时还探索设立了聚德银行和爱
心超市，通过积分制度让村民树立起“上石是我家、人
人为大家”的观念，真正实现了“零上访、零事故、零案
件”。

在“三零”单位创建工作中，王庄乡积极探索“1+
3+N”基层治理模式，目前，全乡已设立 6个金牌调解
室，每个金牌调解室均由乡司法所、法律服务所、派出
所、村矛盾调解委员会主任 4支队伍组成金牌调解员
队伍，每周四为金牌调解日，有力促进了基层矛盾化解
成功率。

王庄乡党委副书记吕俊丽说，整合资源，融合力
量，建立多元化调解机制，加大基层调解队伍作用发
挥，不仅提供了矛盾调处的平台，更提高了矛盾调处效
率和成功率，做到了小事不出格、大事不出村、难事不
出乡。

王庄乡“三零”单位创建只是该县的一个缩影。翼
城县将“三零”单位创建作为深化平安翼城建设、提升
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抓手，通过聚焦以上率下，
强化组织领导；聚焦底清数明，强化摸底排查；聚焦营
造氛围，强化宣传发动；聚焦党建引领，强化基层治理；
聚焦“六治融合”，强化源头预防；聚焦责任落实，强化
督导考核的“六聚焦六强化”模式，构建起“一核引领、
多元协同”基层治理格局。同时，该县充分发挥党组织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党建+”模
式，建立“十户联防”“邻里守望”“小巷总理”“吹哨集
合”“群呼应”等群众自治防范模式，通过一个个微小的

“细胞”平安，推动全县整体平安。
唐兴镇不断筑牢党建引领这一坚强核心，探索以

“百议百队、千格千人”为主要内容的“百千共治”融合
治理效用，率先推行了“一核引领、百千共治”治理模
式，特别是以“亮比联评”管理办法为依托，以党员联户
为基础，以团队化服务为抓手，结合党员分类管理，将
各村有能力的党员全部编入“好声音”“好乡风”“好家
人”“好环境”四好先锋队，打造了一支支热情洋溢的

“红色队伍”，参与义务清扫、入户宣传政策、走访慰问
困难群体、帮助解决生活困难、调解纠纷、发现隐患和
处置问题。

南唐乡结合乡情实际，积极探索，逐步打造出以
党建为引领的“‘N+1’融合共治”乡村治理模式。在南
唐乡晓史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N+1”联户服务责
任牌。“我们村里共划分为 3个网格区，每个网格区又
分为 18个小网格区，共有 54个微网格长。微网格长
是经过‘两委’党员代表开会，从乡贤、志愿者、党员里面选出有责任心、愿意
为老百姓服务的、有威望的人。”据晓史村党支部书记姚燕介绍，晓史村的 54
位微网格长就是以党建为引领的“‘N+1’融合共治”乡村治理模式中的“N”，全
部为人民群众这个“1”提供服务。这也是晓史村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力量。

里砦镇里砦村对街坊群众事务实行“一揽子提”，以小组或片为基础的“小
巷总理”模式运行两年来，结合“红榜、黑榜”制度，实现了全村零上访。“小巷总
理”人选以村民小组或片推荐为基础，经党支部、村委会初审，经村民代表大会
推荐确定，全村 610户分为 36个小巷，确定了 36名“小巷总理”，服务 10户至 33
户不等，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各“小巷总理”围绕民生服务、社情民
意、纠纷调解、群防群治、特殊人群关怀、政策法律宣传、重大事件报告等职责开
展工作，保证每一件事都有落实、有结果，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

西阎镇西阎村结合当地实际，创建乡贤议事堂作为自治载体，做到主动找事
掌握民情、参与议事科学决策、苗头了事维护稳定，新乡贤们参与到乡村建设、制
订村规民约当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当上了“三零”创建
的主角。 （张 燕 宋榜娟）

在距翼城县城东南约 40 公里处的历山北
麓，有一组保存完好的著名古建筑群——四圣
宫，所祀神灵为古代圣君尧、舜、禹、汤。将四位

“圣君”放在一起供奉，这在山西和全国实属罕
见。所谓宫者，是指“圣人”的屋宇，乃四圣行宫
也。四圣宫以其独特的建筑艺术、丰富的戏剧研
究价值和所传递的人文风尚，一直受到国内外
专家学者瞩目。

四圣宫位于西阎镇曹公村。这里峰峦叠嶂，
绿树葱郁，溪流环绕，清静幽雅。来到村北，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三门并立的悬山式山门殿，
中大门匾额上金光闪闪的“四圣宫”三个大字和
两侧“尧天舜日耀华夏，禹功汤绩亘古今”的楹
联格外引人注目。左右旁门上镶嵌有砖雕匾额：
左为“则天”，意为四位圣人是以天为法而治理
天下；右为“协帝”，意为圣人的圣德堪为表率，
足以协和辅助千古帝王。两侧八字影壁上嵌有

“青龙”、“白虎”两尊瑞兽，神像栩栩如生，显得
威武勇猛。檐下通间华替雕饰琴、棋、书、画四艺
图。殿顶为色泽艳丽的琉璃脊饰，脊刹为三节
楼，左右对列狮象，两端饰以吻兽。据考，这组做
工精致的琉璃脊饰是陕西朝邑（今属陕西大荔
县）李氏家族所制，靠漕运、牛拉、马驮、人背来
的，可谓历尽千辛万苦，足见曹公人对“四圣”膜
拜之虔诚。山门正东尽头有一琉璃影壁——“渭

水图”，雕刻的是文王访
贤的故事，堪为镇宫之宝。影壁上
的姜子牙银发白须，神态安详，鱼竿通直无弯，
鱼钩远离水面。文王躬腰拱手，抱拳做邀请状，
身后有一位武士和一乘大路（文王乘坐的车
马）。相传，若虔诚观赏，汹涌的渭水便会向你淌
来。据说此影壁是曹公一带的侯氏所建，因周文
王姓姬名昌，唐叔虞又是周文王的孙子、姜太公
的外甥，隐喻世世代代不忘自己是姬姓传人。

地处历山脚下的曹公人之所以兴建尧舜禹
汤四圣宫，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曹公村是宋代
名臣曹彬的故里，其孙女为宋仁宗慈圣光献皇
后，该村在历史上可谓人杰地灵，人文鼎盛。有这
样的文化背景，为了福荫后代，再造辉煌，村人便
早在元代就盖起了四圣宫。尧和舜都是上古时代
的明君，尧“十有五封唐为唐侯”，他关心人民疾
苦，生活简朴，知人善任，选贤禅让，把天下治理
得有条不紊，备受人民尊敬，在翼城留有“尧都”

“唐城”“尧庙”及制陶等遗迹；舜为“百孝之首”，
他孝敬父母，勤劳简朴，关爱百姓，助人为乐，舜
耕历山的故事在翼城广为流传，在历山舜王坪上
至今仍有“舜浚犁沟”；孔子曰：“惟天为大，惟尧
则之，帝王之德莫盛于尧”，孟子曰：“在舜之德，
可放乎四海也”。禹公而忘私，一心治水，“三过家
门而不入”，一直被传为佳话；汤除灭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暴君夏桀，建立了商朝，他吊民伐罪，爱
育众生，祭身桑林，德及禽兽，在伐桀时曾到过翼
城。在四圣宫道院（道士生活起居场所）的门楣上
镶嵌着木雕“道教典型”四个墨色大字，寓意尧舜

禹汤四位圣人不仅是我国历代英君明主的典范，
而且具有天人合一、上善若水、忠孝节义、仁爱诚
信、济世度人等道教的信仰、宗旨和精神，更是道
教的楷模。“尧舜禹汤兴大业，万古谁与圣人俦?”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尧天、舜日、禹功、汤绩堪为
万世景仰，尧舜禹汤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已
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之一。这便是四圣宫传
递出的人文精神。

四圣宫为宫庙合一的二进四合院宫殿。一进
宫院为四圣宫，中轴线上有舞楼、献殿、大殿。大
殿左右两侧各置耳殿；殿前东西两侧各有配殿及
廊子。大殿是祭祀尧、舜、禹、汤四圣的主体建筑，
坐北向南，宏伟壮观，上书“江山无私天下为公堪
称则天协帝，庶黎在上邦国是重足以安邦立民”
的楹联，献殿上书“华夏五千年帝王典范，朝堂三
百届明君楷模”的楹联。大殿内雕塑着尧、舜、禹、
汤四位圣人的坐像，着衮龙袍，持七星牌，昂首挺
胸，英气袭人。东西配殿塑有关公、包拯、杨恭仁、
苏缄四大贤相。正殿面阔五间，进深四椽，宫殿檐
柱之上施通木大额枋，为自然圆木略加砍之而
成，形式古朴粗犷，用材甚大。额枋之上置硕大的
五铺作出双昂斗棋，斗拱形式用材较大，前檐柱
头上施通木圆形大阑额，且两端较中间略显粗
壮，承托着深远的屋檐。梁架为彻上露明造，四椽
袱厅堂用二柱，且使用了斗棋，这些构件都呈现
着山西元代建筑的早期特征。殿顶施黄色琉璃脊
饰，高浮雕的龙吻造型生动，色泽艳丽，无不流露

出 元 代
建 筑 侧 角 、

生起、举折及出
檐深远的曲线美，让

游人赏心悦目。
与大殿相对的南端，是

一座被专家学者誉为“小巧玲
珑，简洁大方”的元代舞楼。舞楼坐南
向北，砖石台基，四柱支撑，斗拱架梁，

八卦攒顶，巍峨壮观，是祭神娱人的主要场
所。舞楼平面近方形，面宽、进深各为一间，单檐
九脊顶。屋顶举折平缓，翼角翚飞挑起，黄绿色
琉璃脊饰华美，三节楼脊刹及左右狮象巍巍壮
观，两端吻兽气势雄伟。

山西古平阳地区在历史上戏剧活动相当兴
盛，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摇篮”，金元杂剧的兴
起，是由城市流传到农村，再由农村流传到边远
山区，而曹公村远离城市，地处偏僻，却建有如
此精巧的舞楼，充分证明了元代这里的戏剧文
化已相当发达。因此，她不仅是元代建筑之佳
作，也凝固着中国北方元代戏剧活动的华章，如
今已被列入《中国戏楼》，成为中国戏曲研究的
重要物证。

四圣宫的二进宫院为关帝庙，创建于清嘉
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建筑布局与四圣宫类
同。祀奉关羽的正殿坐北向南，面阔三间，进深
四椽，单檐悬山顶，盘龙飞凤，彩绘辉煌，上书

“安刘安汉安蜀安天下威震华夏，曰侯曰王曰帝
曰圣人光照乾坤”的楹联，殿内关羽身着帝装，
居中端坐；两侧配殿上书“赤面赤心驭赤兔精忠
贯日，青灯青史伴青龙大义吞天”和“忠心扶汉
舍生取义，赤胆报国杀身成仁”的楹联。陪祀有
瘟神、河伯等。戏台坐南向北，平面方形，面阔3
间，进深4椽，单檐悬山顶。檐下额枋及通间华替
雕“八仙过海”内容，雕技纯熟，形象逼真，具有
清代流行的精雕细琢、装饰华丽的时尚。正殿、
戏台屋顶全部用琉璃脊饰。《关帝庙创建碑志》
载：“主殿巍然栋隆，高凌北斗；歌台耸然而立，
背枕南山。廊庑分峙而对楹，势若云鹤矫翼；献

厅勾心而斗角，象取太极居中。冕旒辉煌，行
驾重饰，左右羽翼，生面特开……”足见圣庙之
宏伟。关帝庙与四圣宫规整对称，除大门与大路
可相通外，其余三面皆有围墙。房屋环绕相对封
闭，这座宫庙合一的古建筑群，凝聚着古代劳动
人民的才能和智慧，它巧妙地运用了木雕、石
雕、琉璃、彩绘等工艺，集民间艺术之大成，把整
个建筑装饰得豪华富丽，金碧辉煌，使整座建筑
于古朴厚重中呈现着繁缛富丽，堪称中国元代
建筑艺术瑰宝。

四圣宫之所以受到专家青睐，还在于她对
研究古代庙会具有重要价值。据《西阎曹公里重
修尧舜禹汤之庙记》载，四圣宫庙会已有600多
年的历史，主要内容是举办春祈秋报的盛大祭
祀。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每逢庙会都要在四圣
宫举办盛大的酬神祭典活动。其规模相当大，连
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的善男信女都要来参拜
四圣。善男信女求愿跪拜，并各尽所能行布施
礼。镌刻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的《西
阎曹公里重修尧舜禹汤之庙记》载：“音乐为之
喧哗，神马为之纵横，旗采为之飞扬，带柳、抗
扇、拖铁索者，各遂所愿，而尽乃心……”详细记
述了迎神赛会盛况。据曹公村的老年人回忆，晋
南蒲剧一些名剧团、名戏班的演员，如花脸杨老
六、小旦王存才、武生闺女儿(艺名)，都曾在四圣
宫舞楼登台演出。每年正月十五闹社火，附近

“三社”的社火表演也一齐来庆祝，像堡子的狮
子、老虎，十河的高跷、旱船，曹公的武术、旱船、
抬阁，古桃园的架子拐、元窑河的小鬼推磨、上
河的二鬼摔跤、垣址坪的花鼓等都来助兴。庙会
期间，四圣宫庙宇内外香烟缭绕，锣鼓震天，人
山人海，蔚为壮观。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多少往事湮于尘埃，
然而，四圣宫古韵犹
存的绝响，岁月凝结
的深厚，却让我们依
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
高贵，品悟到一种无
穷无尽的美。

（翼城县文化和
旅游局供稿）

浇底乡境内植被丰富，野生连翘资源丰富，人工
连翘栽植总面积6万亩，连翘已经成为浇底乡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浇底乡党委副书记杨鑫介绍，“浇底乡境内拥有
上万亩野生连翘，具有发展连翘产业的先天优势。近
年来，我们以建设连翘之乡为主攻方向，在原有万亩
野生连翘的基础上，打造了沟北、翟庄、浇底三个千
亩园区，古北线连翘景观带12公里，西村后岭大田连
翘示范园500亩，现在已成为全乡重要的连翘生产基
地。”

西村贫困户李胜成说：“连翘每年只需要修剪一
次，管理简单粗放，第三年就能带来收益。村里号召
栽植连翘，我们家 2017年栽了 3亩多，今年开始挂
果，能收入2000元。现在连翘价格好，不愁销路。”

在采访中得知，开春以来，浇底乡以山、坡、田连
片发展为原则，重点打造浇底河石村段、浇底段、青
城段生态走廊。同时，在石村发展高标准示范园 200
亩，推广连翘、玉米、柴胡间作模式，实现玉米、柴胡、
连翘渐次收益，确保群众年年见效益、年年得实惠。

据了解，连翘喜光、耐寒、耐干旱瘠薄、不择土
壤，生命力和适应性都非常强。连翘具有特殊的药理
作用，是治疗感冒发热的首选药物，尽管浇底野生连
翘分布较多，但是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人工
种植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再加上种植成本低、易生
长的特点，乡党委政府积极响应县上号召，引导全乡
群众大力发展坡地种植，使连翘作为推动群众增收
致富的重要产业。

乡长姜治国说，浇底乡大部分为山区坡耕地，以
核桃、玉米等为主要种植作物，产业结构单一，制约
了群众增收。而连翘种植成本低、易生长，且全乡的
野生连翘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人工种植有
着较大发展空间。他粗略算了一笔栽植连翘的收益
账：“管护好的话，从第三年开始就有收益了，第四
年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可以产连翘100公斤左右，
按去年行情就有900元，如果修剪正确、及时施
肥、不受天气干扰，栽植 7到 8年就进入盛果
期，盛果期每亩连翘产量可以达到500至600公
斤，按今年行情走，可以有 5000元到 6000元左右
的收入，收益比较可观。”

浇底乡石村自然村许村村民邢全文在收购药材
的同时，自己也种植了药材，年龄不大的他对药材有
着独到的见解。“连翘叶自汉代便被人们用作茶饮，
乾隆年间，咱们省产的连翘茶还是御用贡品哩！”

产业兴百姓富。“现在我就在家门口干活，不仅
能照顾家里，收入也比以前高了，再不用为生计发愁
了。”正在管理苹果的西村老党员刘建新笑呵呵地
说。“是特色种植产业让我们找到了致富方向，好日
子还在后头。”刘建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站在连翘丛中，乡党委书记孔祥龙满怀信心：
“以连翘作支点撬开致富路，这条路走得实在！我
们将依托现有资源，发展集林药、果药、花药、药
旅、药养于一体的复合经营模式，构建中药材田
园风情乡村旅游综合体，着力在乡村旅游上下
功夫，百姓奔小康不用愁！”

胡胡 波波 摄摄

连翘作支点连翘作支点 蹚出致富路蹚出致富路
————浇底乡大力发展连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浇底乡大力发展连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张 燕 宋榜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