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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吕梁龙凤街支行

开展金融知识关系你我他

为保障公众合法、安全、顺畅使用现金，整治

拒收现金行为，建行吕梁方山支行开展以“拒收

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工作”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首先，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各项工作安

排，传达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及内

容，发动全员线上宣传拒收人民币政策宣导。

其次，营业网点将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

治工作宣传海报布放于大厅显眼位置。网点

LED 屏滚动播放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工作

的传标语，大堂客户等候区播放禁止拒收人民

币宣传片。

大堂经理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

厅堂微沙龙，向客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人民币

是国家法定货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人民

币现金”，同时走进周边企业、社区、商户等进行

集中宣传。

通过本次活动，切实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

尊重公众选择现金支付权利，共同打造和谐现金

收付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下一步，建行

吕梁方山支行将持续开展人民币宣传活动，为维

护良好的金融秩序和服务大众贡献力量。

为进一步提高公众的金融素养，增强风险防

范意识，建行吕梁龙凤街支行持续做好网点金融

知识宣传工作。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咨询台等

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普及金融知识。他们详细

介绍了银行卡的使用方法、电子银行的安全注意

事项、防范金融诈骗的技巧等内容，并针对群众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此外，工作人员还通

过生动的案例，向群众讲解了金融诈骗的常见手

段和防范方法，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

的财产安全。同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到金融知识

的学习中来，提升自己的金融素养，以便更好地应

对各种金融风险。

通过对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

欢迎和广泛好评。他们对金融知识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增强了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建行吕梁

龙凤街支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帮助群众提高爱护人

民币意识，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近年来，建行吕梁东城支行面对激烈的市场

竞争，始终坚持“牢牢把握市场机遇，时时防范内

控风险”的原则，以党建促团结，以党建促发展，

以党建促效率。

一是在管理岗分工、牵头人负责、岗位职责

明确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员工牢固树立风险防范

意识，夯实业务基础，筑牢发展平台，让每一个业

务指标的稳健增长都能够经得住考验。

二是严守准入关口，在账户开立、贷款投放、

柜面操作的资料审核、授权管理上，把好关口，守

好防线。

三是努力构建大保卫格局，对计算机保密管

理、日常安全生产要点的贯彻落实做到心中有

数，严防道德风险的产生。

四是进一步加强客户消费者权益宣传教育

和正面引导，在守住钱袋子，管好辛苦钱方面给

予客户预防涉赌涉诈的风险教育，尽可能地避免

客户上当受骗。

五是努力做好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信息宣

传工作，把本部积极向上正能量的画面展示给社

会大众，进一步增强业务经营部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业务发展风险防范两手抓两手硬的工作习惯

养成为该支行的稳健运营增添了自信和活力。

建行吕梁方山支行

积极开展整治
拒收现金政策宣导工作

建行吕梁东城支行

坚持业务风险两手抓

建行吕梁龙凤街支行不断强化服务理念，从

细节入手加强服务管理，有效提高服务质量，促

进各项业务发展。

一是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坚持每天一小

扫、每周一大扫，每天提前 5-10 分钟精心打扫网

点环境，在办公桌和柜台放置绿色花卉，为客户

营造生机盎然，清新幽雅的服务环境。

二是狠抓工作效能建设。在加强员工学习

教育的同时，制订了一系列考核制度，如考勤、着

装、首问责任制、零差错制度等，对员工工作中各

个操作流程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对发现的问

题与绩效直接挂钩。

三是打造学习型、进取型团队。年初，该行

就制定了会计、反洗钱培训计划，并逐一落实。

每日晨会、每周夕会组织学习新的政策、业务知

识和操作规程，同时负责人对员工进行表扬、员

工之间互相表扬，塑造网点精神，激发员工积极

向上，奋勇争先的工作热情。

建行吕梁龙凤街支行

从细节入手抓服务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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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沙取得了显著

成效，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随着我

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在不少

区域“沙进人退”的局面得到历史性转变，“沙里

掘金”成为治沙者们的新实践。一片片得到治理

的沙地，正在变为产业聚集的“聚宝盆”。

化“沙之害”为“沙之乐”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景区地处中

国四大沙漠之一——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半个

多世纪以来，一代代治沙人在这里固沙植绿，累

计治理沙漠 150万亩。

当黄沙不再成为威胁，对“用沙”的探索让这

座沙漠小城的文旅产业冉冉升起。初夏时节，沙

坡头景区进入旅游旺季，景区内游人如织。

远远望去，越野车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

陡然攀升又疾驰而下，“沙漠冲浪”的失重感引

发阵阵尖叫；载着游客的骆驼蜿蜒成队，伴着声

声驼铃在大漠之中悠然前行；手抓滑沙板，游客

从百米沙坡之巅俯冲而下……2007年，沙坡头

景区成功入选首批国家 5A级旅游景区，2015年

景区游客人数首次突破 100万人次。

随着防沙固沙科学体系的建立，沙漠旅游

也更有底气突破沙漠边缘，逐渐向沙漠腹地探

索，为发展沙产业增加附加值。中卫市以沉浸

式体验游为特色，建成黄河宿集、沙漠传奇等一

批高端休闲度假产品。

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的沙漠星星酒店挖掘

沙漠和星空资源，为游客提供观星指导、沙疗等

体验式服务，让游客深度感受沙漠带来的乐趣。

“没有治沙，就没有沙坡头景区。”扎根腾格

里沙漠 30 多年的治沙人唐希明感慨道。2023
年，中卫市共接待游客超 1500 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超 88亿元。

沙漠中种出绿色“聚宝盆”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额木

庭高勒苏木布拉格台嘎查位于科尔沁沙地边

缘。布拉格台在蒙古语中意为“有泉眼的地

方”，然而十多年前，这里沙海肆虐，风沙掩埋了

泉水，蚕食了耕地和公路。

风沙刮起来昏天暗地，连种下的树苗都吹

走了。在一次次种树失败后，布拉格台嘎查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国发发现，荒山上的山

杏树挺过了一次次风沙。

“山杏耐旱、抗寒、适应性强，是固沙保土、

涵养水源的优良乡土树种，而且春可赏花、夏可

摘果，还有经济价值。”2012年，陈国发带领村民

们在 1000 多亩荒山上种下了 6 万余棵山杏树，

成为布拉格台嘎查的第一片“希望林”。

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支持下，布拉格台嘎查

开展了林果基地种植项目，基地总建设面积

3500 亩，栽种了龙丰果、鸡心果等 17 个品种的

果树。2023年，布拉格台嘎查又在林果基地种

植 2000亩黄芪和苍术，通过林药间作丰富了林

下经济业态。

“预计到今年盛果期，林果基地大约能产

300吨水果，年收入可达 120万元。”说起一年年

壮大的绿色产业，陈国发乐得合不拢嘴。

2023年，内蒙古自治区林沙草产业总产值

超 850 亿元，沙漠绿洲化身为沙区群众的绿色

“聚宝盆”。

毛乌素里长出“试验田”

“我们不能光单纯治沙，还要想怎么把沙子

用起来，让沙区的群众富起来。”在我国四大沙

地之一的毛乌素沙地，陕西省神木市生态保护

建设协会会长张应龙说。作为全国防沙治沙标

兵，这些年来他和团队一直在毛乌素进行着各

种试验，“我们想找到最符合毛乌素的沙地产

业”。

陕西省神木市生态保护建设协会的治沙造

林基地位于毛乌素沙地东南缘，这里四周被郁

郁葱葱的树林拱卫着。但 61 岁的张应龙清晰

地记着这里治理前的景象——沙丘连着沙丘，

起伏延伸到天尽头。

21年间，治沙造林基地累计治理沙地面积

达 42.8 万亩，治理区林草覆盖度从 3%提高到

65%。2005 年开始，基地与多家科研单位与高

校合作，围绕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沙生植物开

发利用等课题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

记者随着张应龙来到一片樟子松林。“看这

赤松茸品质多好，长得多粗壮。”张应龙随手扒

开一棵樟子松下的松针和木屑，一簇簇赤松茸

就呈现眼前。

张应龙说，为了在毛乌素沙地人工种植赤

松茸，基地的科研团队花费多年，经过组织培

养、菌种驯化后，才将赤松茸从实验室带进樟子

松林进行试种。他们不仅种樟子松、长柄扁桃，

还在沙丘背风坡尝试种植树莓、蓝莓、黑莓、酿

酒葡萄等，希望培育出适合在这里生长的品种，

在撬动沙区生态经济的同时，建起毛乌素沙地

植物基因库。

“我们需要学会以治沙拉动产业发展，靠产

业推动治沙事业。这样的良性循环才是真正可

持续的治沙之路。”张应龙说。

新华社西安6月11日电

从“沙进人退”到“沙里掘金”
——我国沙漠治理带动产业发展观察

图①为 6月 11日，收割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陈家小庄村麦田里进行机收作业（无人机照片）。

图②为 6月 11日，农技人员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陈家小庄村麦田里进行小麦机收损失率测定。

“三夏”时节，山东省 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集中收获，150万台套农业机械奋战田间地头。各地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强化良田、良种、

良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共促，努力把各环节的增产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

山东是我国第二大小麦主产区，全年粮食总产量约占全国的 8%。2023年山东全省小麦平均机收损失率为 0.99%，较上年降低 0.08个

百分点。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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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 11日电 （记者 谢希
瑶） 商务部等 9 部门近日印发的《2024 年

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11 日对外公布，

提出五方面 25条具体举措。

在促进供需对接方面，方案提出，开展

生活服务招聘季活动，及时发布就业用工

信息，拓展脱贫人口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就业渠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扩大家政服

务供给。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将家政服

务业纳入东西部劳务协作、对口支援、定点

帮扶和省内劳务协作工作范畴，加强供需

对接，针对家政企业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

培训。

在加强品牌培育方面，方案提出，培育

家政兴农特色劳务品牌，提高组织化、规范

化、规模化水平，鼓励更多家政兴农劳务品

牌参与脱贫地区特色劳务品牌征集活动，

形成品牌效应，吸引脱贫人口从事家政服

务业，提高就业竞争力，增加务工收入。

在加大帮扶力度方面，方案提出，指导

各地围绕家政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帮助脱

贫人口通过家政劳务品牌就业，落实各项

奖补政策。进一步精简脱贫人口享受补贴

补助的申请手续，简化工作流程，继续对跨

省从事家政服务业的脱贫人口发放一次性

交通补助。加大对家政企业金融支持力

度。

在完善支持政策方面，方案提出，指导

各地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

作，有序落实持居住证的灵活就业人员参

加居住地医疗保险工作，创造有利于家政

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大援企稳

岗力度，延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等阶段性稳岗政策，支持家政企业稳定就

业岗位。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方案提出，加快家政信用体

系建设，推动“家政信用查”与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全面联通，促进“家政信用查”与地方家政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互通。引导更多家政服务员在“家政

信用查”上进行实名认证，推进家政服务员信用评级赋

码，探索推行电子版“居家上门服务证”，营造放心消费

环境。

九
部
门
发
文
推
进
实
施
家
政
兴
农
行
动

新华社太原 6月 11 日电 （记者 李紫
薇）“一孔闲置窑洞可以容纳 300 筐花生

芽，生长周期 10 天，净赚 1000 元……”每次

算起这笔账，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圣人涧镇

上岭村村民李福邦都很高兴，跟着运城学院

的老师们，他在村里学了门赚钱的技术——

种花生芽。

上岭村是运城学院的定点帮扶村，驻村

工作队队员都是学校的教师。夹在黄河和

县城中间，上岭村耕地资源紧缺，村民自嘲

“人均半亩地”。村里常住人口 600余人，60
岁以上的村民就有近 200 人。村里老人总

想着再赚点钱，不拖累子女，但因为年纪大，

又不能出去找工作。运城学院驻上岭村第

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潘志国博士说：“工作

队队员坐在一起分析，如果能有一个产业，

既适合老人们干，又能在耕地紧张的上岭村

扎下根来，那就太好了。”

平陆县群众很会打窑洞，也习惯住窑

洞，上岭村就有不少闲置窑洞。工作队队

员、运城学院生命科学系陈志远博士利用专

业所长，很快瞄准了在窑洞内发展花生芽菜

种植的项目。“一茬花生芽的生产时间是 10
天，产值能达到 5000元。”陈志远说，前期多

次试验后，他发现在窑洞内培育花生芽的想

法不仅可行，还能实现全年连续生产。

花生芽也叫“长寿芽”，是对花生种子

进行浸泡、催芽后，在避光条件下培育出的

绿色蔬菜，生长条件要求高，具有生长周期

短、营养价值高、需要劳动力少、经济效益

好等优势。窑洞建筑屋前透光，屋后避光，

保温性好，冬暖夏凉，是绝佳的花生芽培育

场地。

选定产业后，老师们拿着做科研的认真

劲儿育起了花生芽，高校的人才和科技优势

在一个个土窑洞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

从河南、山东等地购买了专用花生，在窑洞

的“帮助”下，严格把控花生芽生长所需的温

度、湿度等条件，一株株白嫩的花生芽快速

生长。

没过多久，村民由原来的观望态度慢慢

转变为跟着学习、跟着生产，村里培育花生

芽的势头也越来越旺。目前，工作队已利用

30余户村民的闲置窑洞或平房发展花生芽

产业，为村里留守的老人、妇女提供了就业

机会，助力农民增收。村民们现在总说：“老

师育苗，还真行！”

鉴于花生芽前期生长要求高的特点，现

阶段，催芽仍由工作队队员和技术人员把

控，他们确保花生芽 4 天时间长到 3 厘米左

右，再将幼芽转接到村民窑洞里的生长箱

内，花生芽在那里避光生长 7到 10天就可以

采收。后期，工作队队员将对农户进行科学

系统培训，确保村民掌握更多技术。

随 着 培 育 生 产 花 生 芽 的 村 民 越 来 越

多，在平陆县委、县政府，运城学院的大力

支持下，以花生芽为主的芽苗菜标准化生

产基地正在积极谋划建设。潘志国说，按

照计划，标准化生产基地六月份开工，十月

份开始使用，这样就可以保证消杀和催芽

环节不受环境影响，提高放置到村民窑洞

内的花生芽品质，更好更快地帮助村民增

收。

（上接1版）
我想要一个乐高、想要一个布娃娃、想

要一身新衣服……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

心愿，对于一些家贫孩子，却成了一份奢

望。2023 年，马小马公益救助协会在 20 多

所学校设立心愿墙，完成了 700多名孩子的

微心愿。

14 年间，协会还为 30 名孩子找到了自

己的“爱心妈妈”，在“妈妈”的陪伴下，孩子

们变得自信、开朗、积极。

当看到大山深处的老人们为儿女操劳

一辈子，没化过一次妆，更鲜少拍照。2023

年，协会组织摄影师、化妆师，为岚县王狮乡

200余名老人们化上精致的妆容，拍下了最

美证件照。

马俊明说：“爱不是赞助，而是要伸出你

的手，我们的手何其温暖。”在“一束光”的照

亮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爱心公益事业当

中。

2022年，当为陕西西安捐赠土豆的倡议

发出后，岚县的老人们纷纷将自己存储的大

的、好的土豆捐了出来，老人们说：“能为有

需要的人出一份自己的力量，自己吃那份免

费的午餐的时候心里感到踏实。”

2019 年，曾经面临辍学的孩子宏斌，在

马小马社会公益救助协会的帮助下顺利完

成了学业。4年后，他将自己家种植的西瓜

无偿捐赠给了所有为他们家付出过的每一

位爱心人士。

“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别人

的帮助，那份感激是刻骨铭心的！”曾经受过

帮助的牛文芳，当时在她心里就埋下了一颗

“火种”。如今牛文芳主动成为了岚县乡村

老年食堂的巡检员，确保老人们吃的好，吃

的饱。

……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曾经被

“一束光”照亮的人，也选择成为那一束光，

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凝聚万丈光芒，用其炙热

的温度去照耀和温暖需要帮助的人。

从一束光，点亮希望

山西：一群老师“搞”农业 闲置窑洞发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