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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雁门关下，就是山西省忻州市的代

县古城。

代县古称“代州”。这里历史遗存丰富，

以边靖楼、代州文庙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为代表的古建筑以及众多民居历史建筑

星罗棋布，古城内现存不可移动文物 444 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处。

古建筑的保护、修缮与复建，离不开传

统的工艺和技术。在代县，有一批传承着古

建筑营造技艺的匠人，在当地古建筑的保

护、修缮与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代县雁门杨氏古建是山西木结构建筑工艺

的代表。这一技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雁门民居营造技艺，2011 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年来，代县持续推进古建筑营造技艺活

态传承，不仅把古建筑营造技艺发展成为非遗

文化产业，更让许多村民有了增收致富的新

手艺。

精研修复技艺

让古建“修旧如旧”

杨贵庭是山西杨氏古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杨氏古建”）的创始人，也是雁

门民居营造技艺传承人。

36 年前，杨贵庭用 3 年时间修复了雁门

关城楼，雁门关从损毁严重的“土疙瘩”到如

今再现雄关盛景。当地村民说，如果没有这

次复建，雁门关可能已经消失了。

1948 年，杨贵庭出生于代县一个木工世

家，自小跟随父亲学习木工手艺，从最基础

的使锯子、耍锛子、推刨子做起，到使尺子、

拿墨盒搞设计做房架，成为代县雁门杨氏古

建的第三十九代传人。

雁门民居营造技艺包括扇股麻花挑角、

明清古旧传统建筑彩绘和塑像等技术。古

建筑的挑角部位承受重量大，最容易损坏。

而扇股麻花挑角工艺使用整根木材，一根压

一根，紧实地摞起来形成一个以扇根为基础

的整体，能更好地分散重力。

边靖楼是明朝代州城的鼓楼，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因年久失修导致基座风化，楼

体下沉，残损严重。1998 年 10 月，山西省文

物局组织修缮边靖楼，50 岁的杨贵庭又挑起

了主持边靖楼落架大修的重担。

当时，边靖楼最重要的承重主梁已经腐

朽开裂。本着最大化保留古建筑原有构件

和“修旧如旧”的原则，杨贵庭认为这根主梁

只能修不能换，“必须把这根主梁落架，挖除

腐烂的部分，在其中打入钢梁，再用木料严

丝合缝地衔接起来，实现加固取直。”

杨贵庭带着五六十个工人，把建筑构架

的全部或局部一一拆成零件，修配好后再按

原样安装复原。就这样，经过整整 3 年的修

复，古老的边靖楼终于重获新生。

培育古建人才

村民增收有了新途径

杨美恩初中毕业后跟着父亲杨贵庭学

起了手艺。提起古建修复，他说：“如果修不

好还不如不修，一旦修了，就一定要修好。”

几十年来，杨贵庭、杨美恩父子不遗余

力地推广雁门民居营造技艺，每年都会组织

村民进行专业培训，先后培育技能工匠 1100
余名。目前，杨氏古建旗下拥有 2000 多名匠

人，年产值过亿元。

张泽生是代州古建筑营造技艺第十三代

传承人。高中毕业后，张泽生跟随父亲从事古

建筑营造实践，后拜古建专家孙永林为师，营

造技艺得到极大提升，先后承担了云冈石窟山

堂水殿、大同华严寺等古建筑的修复工程。

“从事古建修复的条件艰苦，行业人才

奇缺。”张泽生道出了对古建筑营造技艺后

继乏人的担忧。

2020 年，张泽生创立山西鼎信古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鼎信古建”）。

为了传承好代州古建筑营造技艺，张泽生先

后培养了 80 余名学生，打造出一支专业技能

过硬的技术团队。他还与忻州市原平农业

学校开展合作，成立古建筑修缮与仿制传习

所，培养了 100多名古建筑营造技师。

张泽生带领村民在山西省内以及北京、

河北、内蒙古等地承接工程，带动村民增收。

目前，鼎信古建共吸纳本地村民就业 260人。

延伸产业链条

开发非遗文创产品

杨氏古建是代县重点建设的四大非遗

基地之一，2024 年 3 月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在杨氏古建的作业间里，东关村村民贾

三顺正在打磨代县鼓楼微模型：“这是工人

新做出来的文创产品，多好看！”

怎样让古老的非遗技艺焕发出全新的

光彩？杨氏古建着力打造非遗品牌，延伸非

遗产业链条，多元化开发非遗文创产品。在

杨氏古建的非遗展厅里，陈列着雁门关关楼

模型、边靖楼模型等文创产品，都是杨氏古

建旗下匠人的作品。

鼎 信 古 建 三 层 的 展 览 室 内 ，等 比 例 还

原的应县木塔模型、古香古色的木雕笔筒、

大气雅致的木雕屏风……每一件文创产

品都是张泽生及其学生精心制作而成的

“宝贝”。

近年来，为积极推动全域旅游发展，让

“代州”优秀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走进公众

视野，代县大力扶持非遗文化产业，探索

“非遗+文创”融合路径，支持非遗项目与创

意设计、市场需求相衔接，采取产业化经营

发展模式。代县还通过各种渠道、各类培

训提升非遗传承人的技能，共开展木雕、石

雕、刺绣、剪纸等技能培训 110 余期，培养

学员 6000余人。

山西代县持续推进古建筑营造技艺活态传承山西代县持续推进古建筑营造技艺活态传承——

匠心传承匠心传承，，展现古建之美展现古建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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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的大地 多彩的非遗R

本报北京 6月 18日电 （记者吴月）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出

现的一些“高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教育部 6 月 18 日提醒，广

大考生和家长应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

愿填报风险。

一些机构或个人宣称拥有所谓的“内部大数据”，能够“精

准定位”，确保考生进入心仪的专业，从而诱导考生和家长购

买高价服务。教育部表示，每年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

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和近年来各高校录

取分数情况，市面上的咨询机构或个人所使用的参考数据均

通过该公开渠道搜集汇总。

针对一些机构打出“高考志愿规划师”“权威专家团队”

等旗号，骗取考生和家长的信任，教育部提醒，有关部门从

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今年，各

地各高校都组织了各类免费的线上线下招生咨询活动，组

建专门的工作队伍，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细致周到的志愿填

报咨询服务。

此外，还有一些志愿填报指导机构过度强调某些专业的

就业前景，制造“热门专业”的假象，甚至发布所谓的“专业排

名”，以此来吸引考生购买服务。教育部介绍，目前，高校在人

才培养中，普遍加强通识教育，注重厚基础、宽口径，致力于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同时，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高校均制定了学生转专业的具体办法，为学生入校

后提供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许多高校还推行辅修专业制

度，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因此，考生和家长不必对专业选择

过分焦虑，“热门专业”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教育部提醒考生及家长
警惕“高价辅导”陷阱

本报吉安 6月 18日电 （记者郑少忠）近日，庐陵文化生

态旅游节在江西省吉安市举办。吉安市深挖文化富矿，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唱响吉安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

提质增效。

本届庐陵文化生态旅游节上，首批数字 IP 偶像亮相，“小

吉”“小安”等吉祥物受到欢迎，“跟着诗词游吉安”“吉山吉水

吉安游”等网络平台话题总浏览量超 3 亿次。

近年来，吉安市创新文旅模式，将红色文化与研学旅行、

乡村旅游等相融合，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吉安段项目建设，

打造红色品牌。

吉安市还深化文旅融合，依托永新县三湾改编旧址、永丰

县恩江古城等文保资源，推出了采茶戏《有盐同咸》《杜鹃花又

开》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艺术作品；以项目为抓手，将文化元

素融入景区景点，营造个性化、互动式、沉浸式的体验，打造了

一批具有吸引力的“文旅+”项目。

江西吉安举办庐陵文化生态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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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刀 拿 稳 ，沿 着

线 慢 慢 剪 ……”课 堂

上，重庆市璧山区非遗

江 氏 剪 纸 传 承 人 江 仲

隆 一 边 介 绍 剪 纸 艺 术

的历史及基本图案，一

边教学生剪纸技法。

这 堂 课 是 璧 山 区

文 风 小 学 近 期 开 展 的

“ 非 遗 剪 纸 传 承 有

我 ”体 验 活 动 。 在 江

仲 隆 的 指 导 下 ，孩 子

们不断尝试，一张张剪

纸 作 品 在 指 尖“ 绽

放 ”。 一 堂 课 下 来 ，三

年 级 3 班 的 学 生 陈 奕

涵觉得“很有成就感”，

“ 通 过 体 验 剪 纸 ，我 们

不仅提高了动手能力，

还 对 非 遗 文 化 有 了 更

多了解，今后我想继续

学习剪纸”。

今 年 75 岁 的 江 仲

隆 是 璧 山 区 区 级 非 遗

传承人，多年来致力于

研习民间剪纸艺术，如今还通过直播线

上讲授剪纸技艺，收获不少年轻观众。

“希望让剪纸这一非遗项目一代一代地

传 承 下 去 ，让 传 统 技 艺 焕 发 出 新 的 活

力。”江仲隆说。

近年来，璧山区积极发挥非遗传承

人的作用，通过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

等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非遗

活起来。

图为江仲隆在教学生剪纸。

刘新吾 曾清龙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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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学校思政课建

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提高思政

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思政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如何让思

政课贴近学生学习生活、让学生爱听爱

学，是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的

重要问题。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问题

导向，促进思政课提质增效，更好发挥育

人功能。

增强问题意识，敢于直面学生的困

惑点，用真理的力量引导人，让思政课

有思想、有深度。思政课不是空洞的说

教，学生的困惑点就是思政课的教学重

点。好的思政课，要善于“望闻问切”，

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

聚焦教学重点、学生关注点、社会热点，

列出“问题清单”，进行“靶向治疗”。其

中，既有对基础理论深入浅出的讲解，

也有对重要问题庖丁解牛式的阐明，更

有对热点事件切中肯綮的评析，让学生

获得心灵与学识上的丰厚滋养。

创新教学方法，善于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点，用生动的方式吸引人，让思政

课有趣味、有温度。如何让思政课有趣

又有料？云南“张桂梅思政大讲堂”邀请

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走进校

园，把身边事、家国情融入课堂，以案例

探究、人物讲述、专题教学等方法，激发

学生的兴趣与共鸣。2024 年春季学期，

200 多所高校的 100 余万名学生齐聚“云

端”，多名院士和知名学者通过智慧教

室、“云端上的思政课”等现代信息技术

平 台 ，与 学 生 双 向 互 动 ，取 得 了 积 极

成效。

强 化 实 践 引 领 ，着 力 打 通 课 堂 与

课外结合的堵点，用切身的感悟塑造人，让思政课有依托、

有广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的思辨

往 往 趋 于 抽 象 ，亲 身 体 验 带 来 的 认 知 往 往 更 为 直 观 。 因

此 ，思 政 课 要 走 向 更 为 广 阔 的 社 会 空 间 ，将 思 政 小 课 堂 与

社 会 大 课 堂 有 机 结 合 ，引 导 学 生 在 实 践 中 找 到 问 题 的 答

案 。 如 今 ，很 多 思 政 课 已 经 从 教 室 走 进 了 社 区 工 厂 、田 间

地头，大大拓展了思政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中国人民大学

推出“理解中国发展路”“千村百巷振兴路”等特色实践育人

项目，学生的足迹遍布 31 个省份 1000 个县区，“行走的思政

课”极大提升了学生的获得感。

面向未来，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问

题导向，培养发现问题的意识、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增强解

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让学生获

得更丰沛的精神力量与心灵滋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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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代 县 边

靖楼。

樊晶璟摄

图②：张 泽 生

在修复古建（资料

图片）。

代县县委宣传

部供图

图③：远 眺 代

县雁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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