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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近日，
山西省委一号文件发布，强调“千
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农民增收入”。农民增收不仅
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核心
任务，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
重要基石。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壮大
乡村富民产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为农民持续增收带来新的机遇，要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探索
发展农村新业态，壮大乡村富民产
业。一是要积极发展特优农业，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山西农业的出路
在于“特”和“优”，要立足山西独特
的资源禀赋和气候条件，以有机旱
作农业为支撑，重点发展小杂粮、干
鲜果、中药材、草食畜等特色优势产
业，打造“山西小米”“山西陈醋”“山
西药茶”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区域公
用品牌，提高山西特色农产品市场
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二是要大力
支持农业精深加工产业，推动农产
品转化增值。聚焦小杂粮、干鲜
果、畜产品、中药材等山西特色农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开发方便食
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等高附加
值产品，重点打造特色农产品产业
园区，引导特色农产品产业集群发
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
特色农产品的转化增值。三是要
重点发展农村电商、农村特色文旅
等新业态，建设农业全产业链。鼓
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建设农村电
商平台，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促
进农民增收。同时，依托山西独特
的晋商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
等资源，探索发展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等文农旅融合新业态，打造集
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
农事体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推动建设农业全产业链
条，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完善就业创业支持机制，提升
农民就业数量质量。一方面，要提
升农民就业质量数量。工资性收入
是当前山西省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
源，完善农民就业支持机制，能够拓
宽农民就业渠道，提升农民就业能
力。首先，要强化农民就业技能培
训，结合农民就业需求和产业发展
方向，重点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农产
品加工、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方面的培训，鼓励职业
院校、培训机构与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
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其次，要搭建农民就业供需平
台。鼓励人力资源部门将就业服务延伸至村一级，为
农民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全方位就业
服务，广泛收集并及时发布企业用工需求，搭建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就业服务平台，促进农民与用工企业精准
对接。同时，要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强化
对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管，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
保障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严厉打击拖欠农民
工工资等违法行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要完善农民返乡创业优惠政策机制，以创业带动就
业。加大对返乡农民创业的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
持力度，支持农民自主创业。对自主创业的农民提供
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政策支持，降低
农民创业成本，激发农民就业创业活力，发挥创业的就
业倍增效应。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提升农民转移性收
入。一是要增加农民各项补贴支持力度，推动落实耕地
地力补贴、农资农机购置补贴等各类补贴政策。积极完
善农业保险体系，发展种植完全成本保险、产量保险、收
入保险等，降低农业产业受到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的风
险，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二是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聚焦农村住房、交通、电力、水利、通信等关键领域，
加大投入、加强后期维护，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从而保障
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农村产业发展，为农民可持续增收
奠定物质基础。三是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
农村医疗设施建设，提升乡村医疗服务水平，加大农村
医疗保障补贴力度，提升农村医疗报销比例。分类健全
农村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提升新农保参保比例。加强农
村教育投入，提升农民素质，探索培育新型农民。同时，
分类分层次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机
制。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口的社会兜底保障，
注重激发农民增收的内生动力，筑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民财产收益。一是要持
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深化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促进
农民承包地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实现土地流转；稳慎
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利用闲置宅基地发展乡
村产业新模式，不断增加农民财产收益。二是要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培育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开展农
村集体资产的清查核实，审慎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改革，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户，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保障农民按股分红，共享集体收益。三
是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培育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社会
化服务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公司、合作社、农户”
组织形式，通过保底收益、入股分红、盈余返还等方式，
保障农民合理分享增值收益。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本文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24年度青年课题阶段成果；课题
编号：QN20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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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西博物院，一组来自西
周时期的青铜重器——楚公逆钟，
吸引了众人关注的目光。凝视着这
些古老的钟，仿佛能看到历史的迷
雾中，尘封的诸多故事若隐若现。

一、重见天日

1993 年，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
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村的晋侯
墓地，一场意义非凡的考古发掘工
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考古
工作者在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
土地上，小心翼翼地揭开岁月的层
层帷幕，一组编钟得以在 64 号墓
中重见天日。经过学者们严谨细
致地考证，确定这座墓的主人是晋
穆侯。晋穆侯于周宣王十七年（公
元前 811 年）登上国君之位，直至
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 785 年）离
世。晋侯墓地作为晋国公族的公
墓，其规模宏大，意义深远。迄今
为止，考古人员在此一共发现了 9
组 19 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时
间跨度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一直
延续至春秋初年。在这些晋侯中，
晋穆侯排名第八位。

这组编钟因铭文中含有作器人
“楚公逆”而得名。在西周时期，能
被称为“公”的人，地位一般尊崇至
极。在王畿之内，多是王朝的高级
贵族，他们位高权重，掌控着王朝的
诸多事务；在王畿之外，则多为封国
诸侯，作为一方之主，统治着各自的
封国。所以，楚公逆一般被认定为
楚国国君。然而，楚国国君的重器，
明明本该诞生于楚国，却出现在了
千里之外晋国国君的墓葬里。两位
身处不同地域的国君，竟以这样特
殊的方式在历史的深处“相遇”了，
是不是很奇妙？

二、形制和纹饰的艺术交融

楚公逆编钟共计八件，其中最
大的那件高 51 厘米、铣间 28.8 厘
米。这八件编钟形制大致相仿，大
小依次排列，不过纹饰却各有差异。

钟体呈合瓦形，上方的甬为椭
方形，旋和幹附着其上。旋上面装
饰着目雷纹，舞部则是勾连云纹，篆
带上下以及两篆之间，装饰着乳钉
枚，每个区有三层，每层九枚，正面
和背面一共四区，算下来就有三十

六枚乳钉枚。钲、篆、枚之间的界线
也不一样，从大到小分三种情况：有
的是以细阳线为界；有的是以夹有
尖凸乳钉的细线为界；还有的是以
粗深线条为界。前六件编钟的纹饰
比较相似，篆部装饰着蝉纹，工匠们
用双阴线勾勒出蝉纹的身体和宽阔
的四肢轮廓，生动形象。鼓部装饰
着龙、凤、虎相互纠缠的纹饰，部分
钟的鼓侧还有一只竖耳、身披鳞甲
的动物。而第七、八件编钟，纹饰也
相似，篆部和鼓部都装饰着云纹，鼓
侧则装饰着鸾鸟纹。另外，钲部还
铸有铭文。

三、编钟背后的礼乐生活

楚公逆钟是一组八件的编钟。
在先秦时期，钟大多都是成套的，它
们之间构成精妙的音阶关系，按照
大小依次排列，悬挂起来敲击就能
奏出美妙的音乐。这种钟在典籍里
就被称为编钟，之所以名为“编”，正
是因为它们编次相连。钟的形制主
要分为甬钟和钮钟。楚公逆钟属于
甬钟，之所以叫“甬”，是因为钟上面
悬挂的部位有一个柄。

青铜钟的用途极为广泛。在
宗庙祭祀这样庄重肃穆的场合，作
为乐器，传达着后人对先祖的崇
敬；在宗族宴享时，又能营造出欢
乐的氛围；地位较高的贵族在日常
生活中，也常常会击钟奏乐，以此
来炫耀自己的高贵地位。人们还
会在钟上铸刻铭文，将自己的功
绩、家族的荣耀等记录下来，子子
孙孙传承。而且在礼乐制度中，编
钟的数量和悬挂方法，更是在贵族
阶级中区分阶层、确定名位的重要
标志。不同等级的贵族所使用编
钟的数量有严格规定，悬挂方式也
各有不同。由此可见，钟具有多元
化的社会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
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是
音乐的载体，更是社会秩序和等级
制度的象征。

四、铭文镌刻的历史记忆

楚公逆钟上的 68 字铭文，是解
开历史记忆的关键。前面六件钟
上都铸有铭文，不过由于年代久
远，受到侵蚀比较严重，字迹已经
模糊不清。但经过学者们多方考

证，最终还是顺利解读出铭文内
容：“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
祖考，夫工四方首。楚公逆出求人
用祀四方首，休多擒。□□内飨赤
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龢谐锡钟
百肆，楚公逆其万年寿，用保厥大
邦，永宝。”这段铭文主要记载了楚
公逆为了祭祀先祖及四方之神，四
处寻求祭祀所用的人牲，斩获颇
多，获得赤铜九万钧，楚公逆便用
这些赤铜来制作编钟。这其中，

“赤金九万钧”令人惊叹。这么大
量的铜究竟从何而来？其实是可
以推测的。在离古武昌不远的地
方，也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冶铜绿
山，那里有一处重要的冶铜遗址。
铜绿山古铜矿的始开采年代不晚
于商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尤为兴
盛，一直延续至汉代。楚公逆获得
了这批数量惊人的铜，并用它们来
铸钟，而且一铸就是“百肆”。在西
周金文中，钟、镈的单个量词称为

“金”，集合量词为“肆”。《周礼・春
官・小胥》里说：“凡悬钟磬，半为
堵，全为肆。”楚公逆钟铭“钟百肆”
就是100 列编钟。而出于晋侯墓的
不过是其中极小部分，从楚人如此
奢侈地使用铜料，就能想象到当时
楚国势力的扩张是多么迅猛。

关于楚公逆究竟为何人，也是一
个充满争议与探索的问题。楚公逆
最早是在宋代嘉鱼县出土的楚公逆
钟上被发现的。清末学者孙诒让最
先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考证出楚公逆
是楚君熊咢，他在位时间是公元前
799年至公元前791年，是楚国的第
16任君王。1993年晋侯墓地出土的
这一组楚公逆钟，不仅证明了宋代著
录的楚公逆钟铭文并非伪造，而且北
赵M64的墓主是晋穆侯，与晋穆侯在
位时间相当的楚国国君，一般认为就
是《史记・楚世家》记载的熊咢，他们
都处于周宣王时期，这也从考古学方
面支持了楚公逆为熊咢的结论。然
而，在2004年至2007年，山西省考古
研究院发掘的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
地M2055中又出土了一件楚公逆短
剑，而 M2055 的年代早于周宣王时
期。这一发现，表明楚公逆为熊咢的
结论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而
且，有学者指出楚公逆钟的器型纹样
不像是周宣王时期的风格。因此，经

过深入分析论证，有学者认为楚公
逆可能是公元前886年至公元前877
年在位的熊渠，他是楚国的第9任君
主，处于周夷王时期。熊渠是楚国
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时极力
扩张疆土，让楚国势力深入到了江
汉平原核心，为楚国的发展壮大奠
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发现的3款楚公逆器中，有
2款出自山西，这一现象太让人疑惑
了。为什么楚国的器物会出现在山
西呢？对此，学术界有两种推测：一
种是源于两地间的友好交流，楚国
和晋国之间情谊深厚，楚国国君把
这些珍贵的器物作为礼物，送给了
晋国国君，以此来增进两国之间的
友好关系；另一种可能是，在某次激
烈残酷的战事中，这些器物作为战
利品来到了晋国。在金文中，我们
能看到中原诸侯国国君参与南伐的
记载，楚公逆制作的编钟和短剑可
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当作战利
品流入北方，随后分别被埋藏在晋
侯墓地和横水倗国墓地之中。楚公
逆钟可能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后，才
被埋入北赵 M64，就出现了器物年
代早于埋藏墓地年代的情况。当
然，这也只是一种猜测，真实的历史
究竟如何，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
和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虽然我们暂时没办法确切地
说出楚公逆的重器究竟是怎样来
到山西的，但这件器物身上承载着
楚国和晋国两个诸侯国的历史记
忆，就像一把珍贵的钥匙，为我们
打开了那扇通往 2900 年前的大门，
让我们得以窥探文献记载中缺失
的、历史深处的南北交流。透过这
组编钟，我们仿佛能看到古代南北
文化的交流碰撞，这既是对历史的
深入探索，也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
明的深情回望。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

晋藏楚器晋藏楚器 见证历史深处的南北交流见证历史深处的南北交流
■ 薛萍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为进一步提升报纸的市场影响力和
竞争力，报纸编辑必须转变传统思
维，在提升职业素养的基础上强化
创新能力。本文围绕报纸编辑职业
素养与创新能力提升策略进行分
析，首先阐述报纸编辑职业素养的
提升路径，然后针对性提出创新能
力发展策略。

一、报纸编辑职业素养提
升路径

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
益增多，且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
体在信息传播速度、成本方面更
低。在此环境下，报纸编辑必须
不断提升职业素养，立足于时代
发展需要，强化个人能力。一是
要 筑 牢 底 线 。 报 纸 作 为 传 统 媒
体，具有权威性。因此，报纸编辑
要不断强化专业功底，保障信息
传递的精准度，使报纸能够成为
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以及推动社
会发展的粘合剂。二是要坚持守
正创新，保持真实性。报纸编辑
要不断创新，从而深化读者的阅
读体验。比如，在常规编辑后，可
以插入二维码或相关链接，为受
众提供更多延展内容，包括后续
报道以及相关对话等，以此满足
受众群体需要。

二、报纸编辑创新能力提
升路径

（一）转变编辑角色意识
当前正处于新媒体大发展的

时代，因此报纸编辑要转变角色
意识。在过去编辑时，工作人员
通常更加注重后台工作，而在新
媒体时代，则要转变角色。例如，
将报纸划分为不同版块，基于不

同的编辑环节开展质量控制。此
方面要求编辑需要从后台转向前
台，接触更多编辑理念以完善自
身。除此之外，报纸编辑还要强
化资源整合能力，提升编辑水平，
树立责任意识，不仅要完成稿件
编辑，还要科学选题，做好资源分
析以及市场定位，保障报纸稿件
的市场影响力，激发报纸行业内
在活力。

（二）注重信息收集筛选
编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信息收

集，所以对于报纸编辑而言，若想要
提高创新能力，就需要基于信息爆
炸时代的特征，进一步拓展信息来
源。例如，要加大对互联网及数字
化技术的运用，经常浏览各类新闻
APP，在了解社交媒体一手信息的同
时，关注热门话题和新闻热点，为后
续持续报道提供参考。

除此之外，在筛选信息方面，
编辑也要强化创新能力。例如，在
挑选素材时，不仅要关注故事的真
实性，还要选择有价值以及有影响
力的素材，并通过二次创作和加工
完成整合。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网络上已经针对某一观点发布多
条信息，也并不意味着此条信息一
定真实。因此，报纸编辑应该具备
敏锐的判断力，通过调查、核实等
手段，确保稿件素材的真实性。在
提高创新能力方面，报纸编辑还需
要拥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并不断深
化知识储备，以便从多元角度思考
问题、拓展新闻报道形式，从而增
强综合业务能力。

（三）推进跨界融合
在新媒体时代，报纸编辑必须

追随时代步伐，通过提升自身职业
素养，满足时代需求。其中，跨界融
合便是一种强化创新力的重要手

段。与传统的报纸编辑模式相比，
跨界融合打破了传统界限，可以提
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在跨界融合
中，不同领域可以通过资源整合、经
验融合的方式汲取灵感，增强创新
水平。

首先，对于编辑来讲，要加大
对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借助平台发
布新闻。虽然报纸编辑的主要媒
介是报纸，但也可以与平台合作，
通过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方式，
增强信息时效性，并拓展阅读群
体，进而为报纸阅读提供有力支
持。其次，报纸编辑还要借鉴社交
媒体运营经验，在编辑中引入多种
互动模式。当前，与读者进行互动
是巩固阅读群体的重要形式。因
此，报纸编辑可以在互联网 APP 上
与读者互动，在提供新闻服务的基
础上增强读者的参与感。最后，报
纸编辑还要学习更多跨学科知识，
提高报纸编辑质量。在具体工作
中，编辑人员要关注国内新闻以及
国外热点，还要围绕科技、文化、教
育等不同领域进行动态分析，基于
不同角度展开报道，通过跨界融合
增强报道有效性，为读者提供更加
多元的信息。

（四）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第一，报纸编辑应该强化专业

能力。作为信息传递的中枢，编
辑人员的专业水平直接影响读者
能 否 清 楚 地 理 解 编 辑 内 容 。 因
此，编辑在日常工作中要拓展阅
读量，加大对各类学术论文、书籍
的了解，通过不断学习补充自身
知识方面的漏洞，强化综合能力
以及道德素养。第二，编辑还要
保 持 敏 感 度 。 时 代 变 革 速 度 较
快，无论是技术还是各行各业的
工作模式都长期处于动态发展阶

段。因此，编辑要时刻关注新事
物，捕捉日常工作以及生活中有
价值的信息，展开系统深化的报
道。除此之外，编辑还需综合利
用多种媒体渠道，比如学术论坛
以及相关会议等，第一时间获取
信息，展开整合与筛选，从而增强
报纸稿件的时效性。第三，要学
会与他人展开沟通。在强化创新
意识的过程中，要注重不同人群
的思维碰撞。为此，编辑要积极
参与行业活动，与不同领域人员
展开交流与沟通，借鉴他人经验，
拓 展 个 人 思 维 ，增 强 创 新 质 量 。
第 四 ，编 辑 还 要 强 化 技 术 使 用 。
例如，基于大数据等技术挖掘信
息背后的价值，了解不同信息之
间的关联性。此外，还可以借助
创意思维导图的方法，理清思路，
找寻新闻的本质，从而设计更为
有效的行为切入点。

综上所述，报纸编辑在创作过
程中应切实强化自身责任意识，通
过转变编辑理念、强化信息收集筛
选能力、推动跨界融合等举措，不
断拓展优质稿源，从而提升稿件内
在价值，为传统媒体改革与创新提
供有利条件。同时，积极参与专业
培训，持续拓宽视野，提高自身专
业水平，进而提高稿件编辑质量，
使报纸在信息传播领域发挥更大
的价值。

（作者单位：山西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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