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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9 日，我县“北方水城·美丽沁州”第八

届端午民俗文化节暨山西省第四届龙舟公开赛拉开帷

幕，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上万群众前来观看，掀起新一

轮旅游热。

本届文化节有三大特点：一是活动区域扩展，从城

里到农村，将乡村游结合在活动中。活动规格规模进一

步提高，“我们的节日———沁县端午节”成为全省保留的

少数几个大型活动之一，龙舟赛事也成为山西省体育总

会主办的国家级体育赛事。沁州书会成为省曲协主办的

曲艺盛会。二是文化交流范围扩大，在八音会、沁州书会

等板块里，邀请了外省市、周边县区的艺术团体参加，互

相学习，使沁州书会这个文化平台更加巩固。三是活动

方式不断创新，引入互联网思维，推行“互联网 +”。在象棋比赛、垂钓比赛、户外活动等环节中，采取网上报名参与

等形式，有效扩大活动影响。

2016 年县政府把旧图书馆划拨给文化馆,建筑
面积由原来的 1500 平方米增加到 2120 平方米，在
全国第四次文化馆评估定级中，我馆被评定为三级
馆。馆内设有多功能活动厅、非遗展览厅、哈哈镜
室、培训室、书法展览室、声乐室、器乐室、舞蹈室
等，各业务门类齐全。培训内容涉及沁州三弦书、沁
州鼓书、中老年声乐培训、器乐培训、少儿声乐舞蹈
等。并新建了 1500 平米的曲艺广场。

免费开放培训活动开办后就受到群众的热烈
欢迎，招生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为群众提供更舒
适、专业的文化活动场所。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免
费培训班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文化馆还经常举办
书法、绘画展览，组织农民工歌手赛、少儿歌手比赛，给大家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2016 年，全县宣传文化系统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文化自信上积极主动作为，成功举办了第八届端午民俗文化节，顺利通过“曲艺之乡”复
评验收，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文化活动更加繁荣，在推动“文化强县”建设中取得了新的突破。本刊特别梳
理 2016 年沁县十大宣传文化新闻，以飨读者。

2016 年初，“众鑫影城落成”正式开业。众
鑫影城建设面积 848.95 平方米，总投资 185.18
万元，分为数字放映厅 3 个，容纳 220 名观众，
影厅装修时尚，设备先进，片源与全国同步，3D
电影效果震撼使人身临其境，带给观众的是一
种全新的视听享受，让县城百姓也能享受和省
会城市一样的文化，真正实现了数字电影院、同
步看大片的目标。数字影城的正式运营，是我县
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填补了该县数
字电影建设的空白，而且也充实了公共文化服
务的内容，健全了公关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志着
沁县电影产业迈上了新的台阶，对于提升城市

文化品味，满足居民文化娱乐需求，有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青少年活动中心综合训练馆占地面积 6151 平方
米，建筑面积 1482 平方米，馆内置羽毛球场地 6 片，乒
乓球桌 6 个，配套建设淋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附属
设施及停车场，场馆建设规格高、内置设施全，在我市
县级属一流训练场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后，每天可
容纳 200 多人次活动，每年寒暑假还免费为广大青少
年培训，既有助于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提高，加快大脑
反应能力，还可以防止孩子沉迷网络，增进与家人之
间的情感交流，同时也能磨练心智、抵抗压力，从容面

对生活，为全县青少年提供了一个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管理规范、愉悦身心的最佳活动场所。

6 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

2016 年，我县选送的三弦书《花馍情》作为我省
选送的曲艺类入围作品参加第十七届群星奖决赛暨
惠民展演，以其精湛的表演赢得在场观众和评委的一
致好评，为山西争光添彩，为山西首家中国曲艺之乡
（沁县）、全国首家中国曲艺名城（长治市）生色增辉。

沁州三弦书《花馍情》以“捏花馍”为支点，以故
事中王玉娥的坎坷命运为主线，重点在“情”上下功
夫，表象上反映“花馍是梦想，心中想啥捏个啥”，更
深层次的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民俗文化、传统手工艺，
以及民间丰富的小剧种艺术传承状况的担忧和呼
唤。作品情节跌宕起伏，表演生动感人，还巧妙贯穿
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团结精神和实现当今“中国梦”的主题思想。

5 《花馍情》入围第十七届群星奖决赛

5 月 7 日，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秘书长董耀鹏带领的考察组一行，来沁县考察指
导“中国曲艺之乡”建设工作和长治市“中国曲艺名城”
申报工作。指出，沁县文化底蕴深厚，曲艺品种形式多
样，沁州三弦书作为沁县乃至长治市的代表曲种，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对长治市申报“中国曲艺名城”
具有曲艺的典型和示范引领作用，在全国享有很高声
誉，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近年来，沁县以“沁州书会”曲艺活动为主打品牌，
在文化建设方面大力弘扬民俗民间传统文化，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沁州三弦书的保护与传承，加强对民俗文

化资源的挖掘与发展，持续举办了七届端午民俗文化节，不断把沁州书会民俗曲艺活动发扬光大。曲艺
活动已经成为文化活动的主体，曲艺事业得到迅猛发展。

1 王德怀入选 2016 年度十大感动长治人物

2016 年 12 月 26 日晚，“追随你前行”2016 年感动长

治人物颁奖晚会在市潞州剧院举行，由沁县县委宣传

部，沁县文明办推荐的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王德怀荣获十

大“感动长治人物”，在晚会现场受奖。

在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感动的泪水中，一个个感动长

治人物走到台上分别受奖，一个个平凡却伟大的故事感

动着现场观众，也感动着整个上党大地。一个个真实的

人物，一段段鲜活的事例，一幕幕感人的画面，从不同的

角度展现了人间大爱，强烈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颁奖晚会通过人物事迹短片、颁奖仪式两种形式，

立体再现了感动长治十大人物的感人事迹，把观众一次

次带入感人至深的情境中。从这些或平凡或伟大的人物身

上，大家体会到了甘于奉献、助人为乐、忠义孝道等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精神魅力，心灵得到洗礼和升华。颁奖盛典过程中，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7 文化馆提质升档达国家三级

县电视台充分发挥自身视频媒体特点，利用移动媒体的
伴随性优势，打破传统媒体日渐式微的困局，拓展广播电视
的传播渠道，与全国主流媒体体系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山
东广播电视台轻快平台合作，全新打造集电视直播、新闻资
讯、社交娱乐、生活服务为一体的“智慧沁县”手机台。于 2016
年元月 4 日隆重推出。通过这一快速便捷丰富的网络平台，
为受众精心提供覆盖社会、民生、娱乐、休闲等领域的“最新鲜”
的视觉讯息，通过“智慧沁县”手机台，可以随时随地观看中央媒
体、各省卫视、本县各频道及轻快平台上 100 多个县级电视台节
目；还可以及时掌握政务信息、财经资讯；可以看天气、查违章、找
房子、订机票、交话费……实现方寸之间一切尽在掌握的初衷。

4 第八届端午民俗文化节成功举办

10 数字影城落成营业

9 “智慧沁县”手机台成功推出

图书馆新馆，占地 3.5 亩，建筑面积 2600 平
方米，总投资 650 万元。2016 年投资 100 万元购
置设施设备，于 7 月份正式对外免费开放。新馆
功能齐全，设成人阅览室、少儿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期刊室、盲人阅览室、地方文献室以及多
功能报告厅等多项服务功能。新馆增设具有少
儿特色的少儿阅览室、实现了图书数字化、农家
书屋建设工程有序开展。

开馆以来，积极组织举办了共享工程培训、
三区人才培训、图书业务技能培训等各类讲座
培训活动；“同筑中国梦，共度书香年”沁县图书

馆图书流动车送书进军营；开展了“读者反馈意见活动”、“我爱图书活动”、“图书馆是我家”等项活
动；举办“你读书，我买单”借阅活动等八项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我县广大读者的精神生活。

8 新建图书馆建成使用

2 “曲艺之乡”建设引领全市

唱响道德主旋律，汇聚发展正能量。2016 年，
我县围绕““长治好人颂”曲艺创作精神，狠抓曲
艺三弦书作品创作。以漳源镇漳立村孝老爱亲楷
模、长治市第五届道德模范赵雪莲为人物原型，
创作了《雪莲孝亲》；以佛堂岩村党支部书记、长
治市首届当代乡贤、爱岗敬业楷模龚来为人物原
型，创作了《山村头雁》；以沁县环卫队队长、长治
好人爱岗敬业楷模王建军为人物原型，创作了《小
城环卫官》。并且《雪莲孝亲》、《山村头雁》参加“长
治好人颂”全市首届曲艺大赛分别获得三等奖、优
秀奖。

3 曲艺创编节目好戏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