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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拜龙王起源于何年何代，无法考证。但在靠天吃饭的年代，人们对

龙王爷的敬重也是十分虔诚的，认为龙王爷是掌控雨水的神仙。所以在全国

很多地方都建有龙王庙，每逢风雨失调、即久旱不雨或大雨不止时，乡民就

要到龙王庙烧香祈祷，来求龙王降雨、风调雨顺，为此作为祭拜龙王爷的龙

王庙，自然成了很神圣的地方，呈现出一派香火缭绕，烟雾升腾的景

象。在我们沁县北乡的一些村庄，乡民还将每年的取水求雨变为迎神

赛社活动。尤其封建社会，遇上天气特别干旱，连县太爷也亲身参与祈

祷。

旱情不很严重的时候，是浇碾子。过去迷信说法，碾子是青龙，让

青龙来满足人们的愿望。

浇碾子一般选正当午时进行，所有参加人员都头戴柳条帽，选十

二个十二周岁以下的孩子推着碾子转，选一个属龙老者，先给碾子恭

恭敬敬磕三个响头，然后手拿碗往碾盘上浇水，边浇边念：“不淋淋，不

淋淋，虔诚君子浇碾嘞，浇一点，下三天，浇一碗，下满川”，反复浇，反

复念，直到把一大桶水浇完为止，如果连浇三天不下雨，就该举行请龙

王的大型祈雨仪式了。

浇碾子一般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组织，属于民间活动。祈雨则要

动用财力物力，是村上一件大事。过去由村上社首主办，社首首先要召

开一个由家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主要是商讨祈雨的开支、执事及其它

人选，参加人员及择定日期等事宜。执事是祈雨总指挥，必须是熟悉祈

雨规炬，在村里有威望且品行端正，诚实可信人来担任。抱水罐者必须

选一属龙小伙子，还有护驾、抬龙驾者等。

祈雨那天，吃过早饭，人们就陆陆续续来到指定地点集合。这时候，社

首、执事、护龙驾、抬龙驾小伙已准备停当。他们个个头戴柳条帽，挽着裤腿，

赤着脚，执事要穿上黑色袍子，其余小伙子一袭青衣，显得非常隆重。执事等

到人差不多到齐的时候，就摆上供品，边烧香边高喊：“叩拜龙王”。听到命

令，大家纷纷下跪，跟着执事念：“老天开恩，救救万民，和风细雨，下上三天，

三天下透，唱台好戏，唱上三天，感谢神灵”。拜罢之后，开始轮流跪香，每人

跪一柱香。另外专门有一老者负责击磬（其实是防止跪香者打瞌睡），白天黑

夜，连跪三天。期间，每天下午还要去河边饮龙，全体善男信女头戴柳条帽、

赤脚、挽裤腿，鸣锣开道，恭恭敬敬边走边喊“南无阿弥陀佛”，一大

群孩子跟在后头，男孩拿擀面杖，女孩拿簸箕，去河边洗擀杖，”“洗

簸箕，边洗边念，“湿 du 小子洗擀杖，湿 du 闺女洗簸箕，”烧香，磕头

后返回接着跪香。如果再跪三天也不下雨，就把龙王爷搬到院，在太

阳底下晒，称“晒龙王”，实际上是对龙王的一种惩罚。全部环节，不

一定非要走完，如果环节未走完，已下雨，下面环节就不走了。要请

剧团搭台唱戏，谓之谢雨戏，放鞭炮，贴对联，最后还要给龙王摆上

二八大供，做上新衣裳。就是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规模虽小了，可

也还要摆供，放电影或请盲艺人说书。

如果本村没有龙王庙，得去外村请龙王。规模可就不一样了。

最前面是二个人用柳棍抬着一面大锣，走几步敲一下，一大群头戴

柳条帽、赤脚、挽裤腿的善男信女，簇拥着怀抱水瓶的小伙，水瓶要

用红布塞瓶口，红布包裹，左右是护龙驾小伙，执事走几步喊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其它人跟着一齐喊，沿途路过村庄还要接雨，也是

头戴柳条帽，赤脚挽裤腿站在村口，等请龙王的人过来，也齐喊“南

无阿弥陀佛”。到了地头，还是先上供、上香，完毕后，如果去漳河神

庙，请上漳河神牌位，去洞里石雕龙嘴接上水，红布包裹，回来后跪

香，程序基本相同。

这些旧习俗，反映人们在过去，不懂

科学，靠天吃饭，只能求龙王，靠老天，实

是一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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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50 年创新发展的一条主线始终

围绕着破解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新时期，针对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基本处于组织空白状态而由

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为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水平，定昌镇以深化“枫桥经验”为载体，不断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推进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人性化、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建设，这既

是“枫桥经验”发源地延续 50 年流动人口管理史

的体现，也可为各地提供融合式管理流动人口的

新思路。

定昌镇下辖 34 个村、6 个社区，总人口 5.7

万余人，流动人大约 1 万余人，占总人口数将近

20%，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面对流

动人口基数高、增长快、人口素质偏低、聚集情况

突出等问题和难题，定昌镇政府在县政府的领导

下，不断健全机制，创新举措，在加强法制宣传、

完善法律服务、强化纠纷排查、狠抓矛盾调处四

方面下功夫，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法治环境。因此，定昌镇结合“枫桥经验”多举措

扎实做好流动人口治理工作。

一、加强宣传，提升法治意识
全面落实“七五”普法规划，建立规章制度，

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法制意识；一是健全普法网

络。定昌镇政府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在

村、社区各确立一名普法联络员，成立普法志愿

者队伍；通过镇政府班子领导、镇干部、村社区三

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夯实流动人口法治工作基

础。二是强化法治宣传。通过发放宣传单、条幅、

横幅等强化重点工作推进力度；利用综治宣传

月、国家安全宣传日、“扫黑除恶”活动等大型法

治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1 万余份，接待法

律咨询 1000 人次。

二、完善服务，维护合法权益
坚持“管理服务并举”主原则，以服务促管

理，使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法

治化；一是完善基础服务。严格落实流动人口

登记、办证制度和出租房管理制度，以居住证

统筹流动人口现住地的登记管理、社会保障和

公共服务，坚决杜绝房屋无证非法出租现象。

二是开展法律援助。我镇聘请拥有律师资格证

知名律师驻镇，各村聘请了法律顾问，对于符

合条件的受援人，及时受理，在受援人和援助

律师之间做好对接工作，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合法

权益。

三、强化排查，预防矛盾纠纷
落实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畅通上传下达途

径，大力开展排查工作；一是完善排查机制。建立

健全日常排查与重点时期排查相结合的工作机

制，开展细致、深入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发现矛

盾纠纷、信访、群体性事件等不稳定因素第一时间

报告，统一归口后及时上报领导，并通报相关部

门；二是关注重点区域。与定昌派出所建立联系机

制，根据辖区内流动人口分布情况，重点关注流动

人口聚集的区域，增派联防队员等辅助力量；三是

发挥网格作用。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加强镇“四个平台”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全科网

格暨网格员队伍建设要求，构建“机构 + 机制 + 机

器 + 基础”为特征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夯实平安

建设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落实社会管理责

任，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基

础性作用。

四、狠抓调处，维护平安稳定
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确保辖区和谐稳定；一是加强组织建设。注

重日常管理与指导，积极开展调解业务培训；全镇

各行政村、社区共建立综治中心 40 个，调委会 40

个 144 人，治保会 40 个 129 人，巡逻队 40 个 230

人，各类信息员 200 多名，综治网格长（员）134

名；二是及时妥善调处。实行一站式受理，形成登

记、分流、调处、督办、反馈、归档等工作流程，由

中心主任实行签单式分流归口办理，通过指令调

处、领导包案调处、直接调处、联合调处等方式进

行。据统计，全镇 85%以上的矛盾纠纷在村一级

化解，近几年来，调处成功率均保持在 94%左右。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关

键是“有扎实的基层组织”；流动人口的矛盾纠

纷预防化解更是新形势下定昌镇社会综合治理的

常态性、关键性内容。定昌镇将继续依靠社会多

元力量的广泛参与和社会联动，积极构建有秩

序、有规则的社会协同、法治、德治和自治并用

的社会治理体系，切实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高

社会治理效果，更要紧扣“枫桥经验”的基本精

神，依靠本地群众和流动人口自身，加强流动人

口的合法组织化程度，有效地应对因流动人口产

生的各类问题。 李帅

省委书记骆惠宁强调指出：要把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作为带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有机旱作农业不是传统旱作农

业，它是以“有机”来定性和引领的。

有机旱作农业，旱作是自然技艺 + 现代科技的融会贯通

操作，有机，是生产产品的目的所在。有机农业的本质是“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秩序相和谐”。构建植物、动

物、微生物为一体的有机生态产业循环体系，是解决有机生产

的各个节点技术问题，在完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保障数量安全，为全面实施有机农业奠定技术基础和产业模式

的重要保障。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公平

的，给了一个地方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也给了特定的生

物链。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洞悉并掌握了这些自然规律，形

成了独特且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机旱作农业是先人们

留下的宝贵遗产。在干旱、半干旱，又不具备灌溉条件的地

区，因地制宜、合理安排轮作间作体系，保护传统种子，不使

用化学合成的肥料、杀虫剂、杀菌剂、地膜等污染环境和危害

健康的投入品，尤其是容易引发人体过敏和肿瘤以及危害人体

心血管系统，导致心血管疾病频发的除草剂。

要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与微生物技术、生物技术、育种技

术、耕作方法等现代无害的科学技术进行完美融合，构建了低

成本、可持续的有机旱作农业产业链，以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

题，提高区域内食品生产总量，完全杜绝农业污染，保护区域

内生物链平衡。

我县常年降雨量为 606 毫米左右，县域内的山地、丘陵

等地块不具备灌溉条件，发展有机旱作农业是实现现代农业的

最佳选择和必由之路。

一、有机生产方式在旱作农业区具有显著优势
旱作农业区的典型特征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基本完全

依靠自然降水，因此，提高土地的抗旱能力是旱作农业的核心

内容。化肥农药的使用会降低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和土壤微生

物活菌的密度，造成土壤板结，破坏土壤微生态系统，让土壤

变得不耐旱。有机生产方式进行持续的土壤修复，给土壤不断

增加有机质 （平衡在 3%～6%之间为理想状态），提升土壤营

养水平；使用微生物菌剂、酵素等提升有益菌密度，优化修复

土壤微生态系统，有利于土壤保墒，提升抗旱能力。风调雨顺

的情况下，旱作农业区使用有机生产方式和化学生产方式，作

物生长不相上下；但遇到干旱年份，在抗旱能力上，有机生产

方式比化学生产方式具有明显优势。

二、有机旱作农业产业链体系
有机旱作农业产业链由种植、养殖、培植以及农产品加

工构成一个植物、动物、微生物、废弃物为一体的有机生态产

业循环体系。植物体系由乔木、灌木、草本植物构成立体的植

被体系，包括粮食作物、蔬菜、水果、干果、药用植物，充分

传承千百年来的间作、轮作技术；因地制宜实施畜禽养殖；充

分利用作物秸秆、树木枝叶等进行食用菌生产，农作物的秸秆

可加工成下脚料，废弃物可以用来做动物饲料和食用菌原料，

动物粪便和菌渣可以做肥料。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农作物秸秆不经过动物养殖过腹还田，就可以直接实现植

物、废弃物、微生物的循环，还可以进行深度循环。动物粪

便、作物秸秆、菌渣、经过严格分类的有机生活垃圾、人粪尿

进入村级沼气站，生产的沼气作为农村的烧水、做饭、取暖的

能源，沼渣、沼液经过好氧处理制备高效有机肥和有机液态肥

供有机种植使用。这样，真正实现了有机生态良性循环。

三、有机旱作农业产业链的五个关键环节
有机旱作农业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包括：选好种子、保持

土壤健康、间作、轮作、充分发掘和传承当地民间的传统农耕技

术等，优良的种子和健康的土壤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渊一冤种子 种子是植物特有的繁殖器官，植物生命体来自

于种子，没有种子，就不会有植物。种什么种子长什么作物，这

就说明种子是决定植物性质的内在因子，是相关作物生长各项

技术措施的核心载体，更是决定农作物品质的关键因素。

无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以及未来农业，都不能

离开优良的种子。那么有机农业的作物对种子有什么要求呢？

因地制宜选择种植的物种和种子。适宜的种子是经过多年

自然选择的，适应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相对的品质优势

和产量优势，是实现有机旱作农业不减产的基础之一。引进新品

种一定要经过先期小面积试种，再逐步扩大面积、逐步驯化。要

尽量选择能够选优留种的自交种，每户农民都可以选优留种，种

子越分散，社会越安全，可以避免种子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灾难性

社会危机。

有机农业作物要求运用以上类型的非转基因种子，尤其是

原始和传统的、通过提纯复壮的地道品种种子，目的是保证作物

和产品的本来品质营养和质量安全。这里特别强调坚决杜绝使

用转基因种子，这是因为：

在有机农业生产中，禁止使用“转基因”物质，是世界各国

有机组织共同表决签署的决定，在有机农业生产中，对转基因做

了明确的说明，GB/T19630.1-2005“4.1 .6?转基因”部分要求：“禁止

在有机生产体系或有机产品中引入或使用转基因生物及其衍生

物，包括植物、动物、种子、成分划分、繁殖材料及肥料、土壤改

良物质、植物保护产品等农业投入物质。存在平行生产的农场，

常规生产部分也不得引入或使用转基因生物。”?

这就要求我们在有机农业生产中，必须遵循这个决定。为

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呢？是因为：

转基因种子，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并用于

农业生产的种子。科学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存在巨大的不可控

性，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基因突变和危害，造成未知疾病；而且会

产生抗生素耐药性及新的毒素，增加人体的过敏反应，并减少食

品的营养价值和重要成份，特别是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严

重损害。

2011 年，美国一些动植物学家用电子显微镜发现了孟山都

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有一种病原体，可使动、植物都

致病并绝种。有报告称：转基因作物的花粉飘移污染，会杀死

蜜蜂和蝴蝶。转基因作物的特性和毒性，会给相邻植物带来灭

顶之灾，破坏生物多样性。

转基因种子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对原始和传统的农作

物具有灭绝作用，一旦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原始和传统的农作

物将从此灭绝；二是转基因产品都是绝育产品，不能像原始和

传统的农作物那样，可以用粮食作为种子，而只能每年购买新

种子；三是对农药化肥具有特殊要求，只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公

司指定的农药化肥。

自然界里从来没有过转基因生物。它属于一种新生的外

来物种。转基因的外源基因材料可透过胎盘进入未出生婴儿的

胚胎，以及转移进性细胞，影响后代遗传。南京大学张辰宇教

授团队重大发现证明：植物所含微小核糖核酸能够通过消化道

进入人体血液和器官组织，然后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

方式，影响人的生理功能。动物因为吃了转基因的食物而降低

了受孕率和产子率的研究表明，转基因食物也必将影响人的正

常繁衍。

对有机农业要求运用的非转基因种子进行处理，能够打

破部分种子休眠期，为种子提供种肥等营养元素，是增加作物

产量、减少病菌病虫危害的重要一环，有机农业生产也不例

外。有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种子，绝对不能进行农药包衣。在

播种前采取下列方法进行处理：

一是冷水浴法遥将种子放入人畜饮用水或符合有机生产标

准的清水中，饱满的种子颗粒下沉，而瘪籽、病籽以及菌核之类

的却漂浮在水面。只需捞出漂浮的种子就达到了选种的目的。

二是热水浴法遥 一般作物种子放在 50℃～54℃的热水中

浸泡 10 分钟即可。

三是盐水浴法遥 将种子放入盐水中，利用盐水比重大的

特点强迫劣种浮出水面。

四是药水浴法遥 在水中加入有机农业生产允许使用的高

锰酸钾、木醋液，既能起到选种作用，又能杀死病菌。

作物种子绝对不能使用转基因品种，对非转基因种子的

处理，绝对不能进行农药包衣，必须严格把握运用冷水、热

水、盐水、高锰酸钾药水进行处理。

渊二冤 土壤遥 土壤，是植物的母体。土壤健康是有机旱作

农业的基础。按照国家有机农业标准，有机农业种植基地的标

准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作物种植基地四周必须具有隔离带的以内的整体区

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周要有丘陵、山脉或河流、树

林、道路、建筑物的隔离带，它的作用是防止外来漂移物漂移

到本区域形成污染，保障这一区域的清洁净化。

二是必须与繁华的都市、工业区和交通要道具有能够避

免其漂移物漂移到基地的隔离带，也是为了防止外来漂移物漂

移到本区域形成污染。

三是基地内部与周围不能有污染和污染源，特别是上游

或上风口不能有有害物质或有害气体排放。不能有金属或非金

属矿山，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外来漂移物漂移到本区域形成污

染，保障这一区域的清洁净化。。

四是生态环境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空气清爽，水质

纯净。具有自然天敌等自然因子对病虫害的控制和预防能力。

五是土壤未受污染或污染程度较轻，土壤中不能有严重

的 农 药 残 留 、 化 肥 、 重 金 属 的 污 染 ， 环 境 质 量 符 合

GB15618———2018 的规定，同时具有较高的肥力和保持肥力的

有机肥源。

申请有机产品认证，基地土壤需要二年的有机转换期，这

二年内必须按照国家有机标准进行操作，但生产的产品不能以

有机产品销售，因为，这二年叫有机转换期，原因有五个方面;

一是土地残留物质的分解和土壤肥力的培养。在长期的

农业生产中，向土地投入了大量的的化肥、农药、除草剂和硝

酸盐等对土壤有危害的物质，这些物质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消

解，所以，国家规定要经过 24 个月的转换期。

二是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完善。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各种化

学物质，要求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才能实现

转换的目的。

三是环境建设。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物质交换

和能量流动的关系，不同的环境孕育了有益的和有害的生物群

体，二者不断相互作用，协同进化。既有独立的成分，又密切

相融。生物不断地利用环境资源，又不断地分解动植物废弃物

和残体，使之重新回到环境中，对环境进行补偿，使得生态系

统保持一定的平衡，以保证生物的再生。常规农业以化学防治

病虫害为主要手段，而有机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核心，是

利用自然天敌防治病虫害，因此必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建设，才

能逐步改善和建立起平衡的生态环境。所以，国家规定种植业

需要经过二年的有机标准操作，第三年才能进入有机期,生产

的产品才能认证为有机产品。

四是土壤的培肥。土壤深耕后，要增施有机肥，进行秸

秆还田、残茬覆盖、等高种植、种植绿肥等生物技术，使土壤

不断风化、培熟，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数量

和活力，使土壤形成一个真正的生命体。

五是土壤具有自养能力。土地有其自身的新陈代谢、营养

循环和能量流动，微生物是完成土壤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为其

创造良好的通透性和酸碱度等土壤环境，以提高土壤的自养能

力。以上，是有机农业对母亲的要求，也叫对“家”的要求。

土壤健康有两个关键指标：土壤营养和微生物密度。提

升土壤营养主要在于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高效有机肥的制备
們就成了关键技术。我 主张有机质就地资源化循环，村域范围

内产生的各种有机农作物秸秆、有机养殖的动物粪便、经过严

格分类的有机生活垃圾、人粪尿 （理想状态是过有机生活的

人）、沼渣、沼液，经过好氧处理，可以制备高效有机肥。在本

地环境中制作环保酵素，富集本地有益菌群，再结合使用适当的

微生物菌剂，提升土壤和环境有益菌密度，根据土壤营养状况和

作物需要，选择菌种以达到固氮、解磷、解钾、提高作物免疫力

的功效。这是实现有机旱作农业不减产的基础之二。

渊三冤间作遥合理的间作是实现生物链平衡和土壤营养平衡

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单一物种的大面

积连片种植会引起病虫害泛滥，高秆作物和低秆作物套作，是实

现有机旱作农业不减产的基础之三。

渊四冤轮作遥合理轮作是实现生物链平衡和土壤营养平衡的

重要手段之一，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了自己的轮作倒

茬习惯，合理轮作可以让病害、虫害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也可以

平衡土壤营养，让土地“越种越肥”。这是实现有机旱作农业不

减产的基础之四。

渊五冤 农艺遥 充分发掘和传承当地民间的传统农耕农艺技

术，每个乡村都有精通各种传统农耕技术和方法的“能人”，是

耕田种地的好把式，具有丰富的生产和实践经验，把这些宝贵的

经验充分挖掘出来，再与微生物技术、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耕

作方法等现代无害的技术进行系统集成，就完全可以实现有机

旱作农业不减产，甚至增产。

实施有机旱作农业的产业链体系 刘耀清

平安沁县
法治沁县 专栏

枫桥经验的有效实践和探索
———定昌镇多措并举强化流动人口治理

奋力创建全国有机旱作特色农业示范县 （系列报道）

深化平安沁县创建 筑牢和谐稳定之基

曲艺专家喜相聚，共话传承

发展径。8 月 15 日，光明日报、光

明网举办“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文

化自信”———专家解读《曲艺传承

发展计划》座谈会，邀请了相关专

家学者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表演艺术家畅谈曲艺的传承和发展。山西省

长治市曲协副主席、沁县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兼曲协主席魏应忠作为山西省

唯一应邀代表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关注曲艺人 重视民间曲艺人”的发言。

近年来，魏应忠在曲艺传承发展方面辛勤耕耘，努力工作，成就初现，博

得社会各界美誉。他对曲艺文化研究颇深，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沁州三弦书和

省级非遗项目沁州书会为重点，广泛搜集整理曲艺资料、编纂曲艺非遗文化

丛书，撰写曲艺文章。编印了《沁县文艺作品选集》《清列传》《沁州书会掠影》

（第一辑、第二辑），撰写《沁州三弦书的形成与发展》《沁州书会的形成与发

展》《沁县积极发挥地方曲艺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等多篇文章在国家、

省级刊物上发表。撰写《关于擦亮“全国曲艺之乡名片的几点思考”》等多篇

文章，曾多次参加中国曲协举办的中国曲艺之乡《岳池论坛》活动和其它工

作会议，参加中国曲艺团长《高峰论坛》、首届黄河流域九省区＋京津冀曲艺

艺术高峰论坛等多项活动。他创办《沁州书会网》，对山西文化品牌———沁州

书会和曲艺之乡建设发挥积极的宣传作用，努力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2 年我县成功创建山西首家“中国曲艺之乡”，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筹备成

立了沁县曲艺协会，创办了《沁州书会网》及其公众号、抖音号，中国曲艺家

协会主席姜昆为《沁州书会网》题字，使其知名度大大提升，女儿钰坤帮助编

辑上传网页信息，积极参与曲艺之乡建设工作，“大闹曲艺父女兵”成为人们

赞誉相传的佳话。他对曲艺之乡建设一往情深，不仅专注我县曲艺事业发

展，而且跻身曲艺传承发展的专家行列。早在 2013 年，中国曲协组织曲艺之

乡建设专家组对全国的“中国曲艺之乡”进行考察验收，魏应忠作为专家组

成员之一，由中国曲协副秘书长曲华江率队赴安徽省凤阳县、蚌埠市考察调

研，验收复评该省中国曲艺之乡建设工作。2014 年，长治市积极创建“中国曲

艺名城”，市曲协积极开展搜集资料、编纂曲艺丛书等各项筹备工作，魏应忠

作为市曲协副主席、沁县“中国曲艺之乡”创建的发起人和亲历者，积极投入

曲艺名城的创建工作，并与暴玉喜共同编纂了“长治曲艺丛书”之一《长治曲

艺概述》，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努力，长治市于 2015 年荣膺全国第一个“中国曲

艺名城”称号。2018 年 4 月，中国曲协山西调研座谈会在太原召开，中国曲艺

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董耀鹏，中国曲协全国小剧场艺术指导委员

会主任马小平到会，省文联、省曲协领导及基层曲协负责人及青年代表近 30

人参加会议并发言，魏应忠以《新时代沁州书会的传承发展》为题进行发言。

今年 6 月，省曲协主席柴京海率队、组织曲艺之乡建设专家组赴长治市长子

县考察调研，就该县的中国曲艺之乡创建工作进行初评，并提出不断改进提

高的意见和建议，魏应忠作为省曲协专家组成员之一参加此次考察调研活

动。

魏应忠从事基层文化工作 20 多年来，在文化事业发展、中国曲艺之乡

建设以及沁州三弦书、沁州书会遗产项目的传承发展中，挖掘历史，潜心专

研，不懈努力，为我县文化曲艺的健康

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16、2017 年

连续两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优秀拔

尖人才”称号，中国曲艺家协会曾授予

其“中国曲艺之乡建设工作先进个人”

荣誉。 宋 苗

魏应忠跻身全国曲艺专家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