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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昱郁）积极推动网上
祭扫，有条件的烈士陵园开设网上纪念堂、
VR 展示、视频原创祭扫等，提供代为祭扫服
务……清明节期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倡导
市民以网上献花、留言等方式，足不出户祭
奠亲人、缅怀英烈，寄托哀思。

在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为缅怀先烈、
祭扫英烈、铭记革命英烈的光辉事迹，让市
民更加珍惜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
生活，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倡议：积极推动网上祭扫，以山西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网站和中华英烈网为主要平台，
扩充移动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大同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微信公众号 dtstyjrswj）等服务渠
道，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守护·2021 清明祭英
烈”活动。

同时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倡 导 烈 士 陵
园在清明节当天举行祭扫纪念活动，为每
座烈士墓敬献鲜花、擦拭墓碑。创新丰富
缅 怀 纪 念 英 烈 形 式 ，采 取 召 开 座 谈 会 、举
办专题纪念活动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烈
属 和 参 战 退 役 军 人 就 地 祭 扫 、网 上 祭 扫 、
错峰祭扫。

网上祭奠缅怀英烈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倡议

本报讯（记者 辛雅君）“以后我会继
续做好文明表率，争取把这份荣誉留存
下来。”23 日上午，获得“卫生文明模范
户”的新荣区郭家窑乡芦家窑村村民王
亮官脸上绽放着开心的笑容。当天，芦
家窑村委会对 17 户文明家庭进行了表
彰，并现场颁发荣誉证书。

芦家窑村此次分别评选了卫生文明
模范户、五好文明家庭、敬老爱亲文明户、
种植文明模范户、养殖文明模范户、勤劳
脱贫文明户。接过村委会颁发的“养殖文
明 模 范 户 ”证 书 ，村 民 王 红 红 开 心 地 笑
了。他和妻子发展养殖业，依靠勤劳的双
手，成为村里有名的养殖大户。“今年还打
算进一步扩大黑猪养殖规模，争取过上更
好的日子。”王红红对记者说。

今 年 63 岁 的 李 德 英 家 此 次 获 得 了
“敬老爱亲文明户”荣誉称号，她与 87 岁
的婆婆和睦相处，悉心照顾婆婆的事迹
感动了村里人。

“以前芦家窑村经济落后，村容村貌
脏乱，是全区有名的落后村。如今通过
大家的努力，村里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村容村貌呈现出可喜的变化。”村党支部
书记王桃桃说。

2018年以来，芦家窑村全面发展扶贫
产业，实施“两湾一沟”改造项目，带领村民
种植黄芪、黑木耳、槟果、李子等，并采取

“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生
态观光、林果采摘、度假旅游”为一体的特
色产业。该村还全面推行党员积分制，评
选“党员示范户”“卫生整洁户”“五好家庭”
等，明确评选标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
用，通过榜样的力量，引导村民向上向善。

表彰活动结束后，记者随着村民们一
起走出村委会，看到村道平坦整洁，村民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王桃桃一脸自豪地
说：“这些年，村党支部狠抓乡风文明建设，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文明乡风引领乡村
振兴，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

本报讯（记者 高燕）“大家一路顺风，保
重身体……”昨日，市五医院整建制组队的
中国（山西）第 21 批援喀麦隆医疗队赴并准
备出征，他们将奔赴万里之外的非洲，执行
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援外医疗队是我国对外交往中的一块“金
字招牌”，一批批援外医生远赴异国他乡，弘扬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
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谱写了一曲曲中外友谊
之歌，也赢得了“白衣外交官”的美誉。多年
来，我市积极参与医疗援非工作，多次派出医
务人员参加全国、全省的援非任务。

据了解，市五医院选派了口腔科、内科、
外科、妇产科等专业的 11 名医务人员组建援
非医疗队，前往喀麦隆姆巴尔马尤医院执行
援外医疗任务。市五医院援非医疗队员将
先期在太原进行出国前培训，为在受援国顺
利开展工作做准备。

大同位居中国大古都之列，不仅
仅是因为曾是北魏帝都，还做过辽金
西京。辽金时期，西京大同成为两朝
重要的战略防御前沿，不仅是我国北
方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其经济和文化
也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时期，在经历对
中原文化的传承以及漫长的民族融合
过程中，衍生出地域性极强的独特文

化，在大同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占据着
重要的历史地位，是继北魏之后的又
一发展高潮。

大同内跨中原，外联朔漠，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
地。契丹人建立大辽之后，公元 1044
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治大同
府，从此确立了西京大同重要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地位；金袭辽制，大同仍为
西京；公元 1288 年，元世祖改西京路
为大同路，大同称西京共 244 年。在
此时期，汉民族的婉约细腻与少数民
族的豪放洒脱，形成了西京多元融合
的地域文化特色，衍生出了地域性极
强的西京文化，大量契丹与女真贵族
和官员迁居至此，是民族融合的第三
次高潮。

辽金时期，大同是一个以汉族为
主体，各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都会，
城市布局、建筑形式、风俗习惯都受
到极大影响。大同的辽金古遗址完

整保留下来最多的是佛教建筑寺庙
和 砖 塔 ，游 大 同 可 以 欣 赏 到 保 留 完
好 的 辽 金 建 筑 遗 构 ，华 严 寺 就 是 保
存 完 好 的 辽 金 寺 庙 建 筑 群 ，灵 丘 觉
山 寺 的 密 檐 砖 塔 、七 峰 山 禅 房 寺 砖
塔、阳高杨塔村砖塔均为辽代砖塔，
浑 源 圆 觉 寺 塔 为 金 代 砖 塔 ，游 客 可
以 来 一 次 辽 金 古 建 筑 游 ，除 了 阳 高
杨 塔 村 砖 塔 为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外 ，其 余 辽 金 建 筑 都 是 全 国 重 点 文
物保护单位。

大 同 华 严 寺 建 于 辽 清 宁 八 年
（1062 年），是西京最大的佛寺，也是契
丹皇族的家庙，其坐西朝东的朝向，
反映了契丹“东向而拜日”的习俗，建
筑宏伟，气象非凡，如今也是来大同
游玩的游客必到的“打卡地”。大同
辽墓彩绘中的地毯、驼车、髡发造型
等，都具有典型的契丹风格。而几座
金代家族墓葬，则采用了女真人特有
的火葬习俗，或是土葬与火葬相结合
的葬式，如大同西南郊的吕氏家族墓
等，证明在丧葬习俗上，汉、契丹、女
真或其他多民族的特征均有吸收和
融合。而在文学艺术方面，游牧民族
的乐曲、舞蹈以及诗词文章，都在当
代的大同留下了深刻印记，如非遗剧
种“耍孩儿”，就是脱胎于金元时期的
北杂剧。

近年来，我市在挖掘辽金文化方
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通过“西京
风华——辽金元民族融合文化展”的
形式在全国多地巡展，在复建的开化
寺设立了辽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馆，于
2019 年 5 月 18 日正式对外开放，占地
面积 293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90 平方
米。通过实物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手
段，展出辽金元时期 240 余件（套）馆
藏精品文物，带领大家穿越漫长时空
隧道，感受大同那个时期的恢弘气势
和历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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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荣区芦家窑村表彰 17户文明家庭

以榜样引领文明乡风

获得表彰的文明家庭展示获奖证书 本报记者 于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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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非洲执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