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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时值初冬，在汾阳市肖家

庄镇西马寨村的酿酒高粱种植基地

里，秋意尚未完全褪去，“汾粱 30”“状

元红”等优质高粱品种红遍田野，氤

氲出的醉人谷香，是土地对耕耘最好

的回报。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埂

间，机器轰鸣中，饱满红润的高粱粒

从收割机的传送桶中倾泻而出，为汾

阳市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再添一抹赤

色。

近年来，汾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高粱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各镇、街道

高粱规范化种植和统防统治工作。肖

家庄镇西马寨村积极响应上级安排部

署，由村集体对农户的闲置耕地进行

流转，与合作社签订购销合同，从播种

到收割都实行统一管理，让农户省心

省力的同时也带来可观的收入。今年

高粱的春播和夏播期恰逢天气干旱少

雨，高粱的播种、成活形势较为严峻。

该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多次深入肖

家庄镇西马寨村指导抗旱保苗工作，

在肖家庄镇西马寨村高粱种植基地推

行了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节水灌溉、

以水治旱，从“浇地”变成了直接“浇作

物”，省水的同时对高粱作物的保苗、

追苗起到了积极作用。从一粒种子到

一穗高粱，西马寨村的 2000 多亩酿酒

高粱，也在秋末初冬时节迎来了丰收

季。

“我们全镇的高粱今年喜获丰收，

除了西马寨村种植的‘汾粱 30’等产品

之外，其他村种植的高粱也是收入可

观的，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流转托管的

步伐，使下一步高粱种植更加精细化、

科技化，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持

续增加农民的收入。”汾阳市肖家庄镇

西马寨村包村干部王卓说。

颗 粒 归 仓 ，是 对 劳 作 最 高 的 敬

意。西马寨村结合村内实际，高标准

建成了粮食仓储中心。中心拥有先进

的生产加工流水线，在经过清杂、脱

壳、烘干等多道工序后，每一粒高粱都

完成了从农作物到酿酒原粮的华丽蜕

变，交付村内酒企酿造使用，完成了从

高粱种植、加工到销售的产业发展闭

环，持续带动农业增收、农民致富、企

业增效。

汾阳市肖家庄镇西马寨村党支部

副书记梁宝金说：“我们西马寨村今年

高粱收成不错，现在正是收割季节，收

完之后就放到我们的晾晒厂，通过脱

壳、烘干，最后给企业做酒用。我们下

一步计划在地里打柴、耕地、旋耕、浇

地，为明年丰收打基础。”

（侯超）

本报讯 近日，汾阳市“汾州筵席厨

师”劳务品牌精彩亮相全国劳务协作暨

劳务品牌发展大会，并成功入选 2024
全国劳务品牌荣耀榜单，为该市再添一

项“国字号”殊荣。

2024 全国劳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

展大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

农村部、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以“协作

促就业、匠心树品牌”为主题，旨在推动

高水平劳务协作，打造高品质劳务品

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汾阳市

精心打造的“一县一品牌”—“汾州筵席

厨师”劳务品牌在本次大会上大放异

彩，展出的十余种汾州筵席的经典菜品

和精致点心引得众多参观者驻足品尝，

色香味俱全的同时兼顾少油、少盐、少

糖的健康理念，赢得了广泛好评。

吕梁市市级非遗项目汾州传统宴席

传承人梁耀奎说：“汾阳作为全国第五个

厨师之乡，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汾州筵席

厨师’劳务品牌凸显汾阳传统饮食文化，

我们将汾州筵席传统技法与现代健康、养

生、营养相结合，引领餐饮新时尚，协作促

就业、匠心树品牌，通过中国厨师之乡、汾

州筵席厨师这两块金字招牌，让汾阳美

食、汾阳名厨绽放在更大的舞台。”

通过参加本次国家级的劳务品牌成

果展会，让该市独特的餐饮文化和品牌

魅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和推广，也让“中国厨师之乡”的美誉和

内涵持续升华。下一步，汾阳市将进一

步挖掘和发扬汾阳传统饮食文化内涵，

不断加强与全国餐饮行业的交流合作，

开创全市餐饮行业蓬勃发展新局面。

“我市特色劳务品牌‘汾州筵席厨

师’亮相本次全国劳务品牌发展大会，

成为国家级劳务品牌的一员，这对于汾

阳市劳务品牌的培育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下一步，汾阳市人社局将在加大

劳务品牌打造、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方

面下功夫、做文章，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强人才保障。”汾阳市人社局

职业能力建设股股长赵化斌说。

（文/侯超 图/梁耀奎）

本报讯 近日，汾阳市举行“中华魂”《毛泽东崇高精

神风范》主题读书教育演讲展示，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少年

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精神风范的热

情，从中汲取信仰力量，铸牢理想信念之基，厚植爱党爱

国情怀，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

少年。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青少

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汾阳市文明办和汾阳市关工

委联合该市教体局、团市委等部门组织开展了“中华魂”

主题演讲比赛和“新时代汾阳好少年”评选活动。活动

开展以来，该市各级关工委精心组织，认真开展各项工

作，动员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主题教育活动，围绕“毛泽

东崇高精神风范”这一主题，结合青少年特点，多形式、

多层面推进活动开展，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读书教

育活动，讲伟人故事，扬伟人精神，领略和学习毛泽东同

志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充分展示广大青少年主题读

书教育活动成果，共推选出 8 名优秀选手参加全市演讲

展示活动。

汾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汾阳市中华魂读书教育

组委会主任左燕娜希望，汾阳市各级关工委要坚持政治担

当，引导全市广大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要坚持立德树

人，突出重点做深做实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染人，用党的

历史文化教育人，推动党的历史文化走进青少年、引领青

少年，不断增强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要坚持全民阅读，

让阅读点亮青少年精神之光，以“中华魂”读书活动为牵

引，把读书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与生命教育、普法教

育、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引导广大青少年朋友

多读书，进一步夯实广大青少年思想根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吕梁市关工委执行主任张耀峰希望，汾阳市关工委要

深入开展好“中华魂”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健康

成长；广大青少年要以此为契机，认真阅读相关书籍，积极

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仔细对照自己的言行举止，从日常的

点滴小事做起，感受伟人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进

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品德高

尚、意志顽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

新一代。

山西省关工委执行主任安焕晓希望，广大青少年要牢

记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坚定理想

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自

己的综合素质；汾阳市关工委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入

开展“中华魂”相关活动，不断创新，持续推动关心下一代

各项工作再上新的台阶，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成才作出更大

贡献。

展演中，与会领导为获得“中华魂”主题读书教育演讲

6个组别一等奖的选手、荣获全市十佳新时代好少年、好青

年、2023年度“新时代汾阳好少年”称号的代表进行颁奖。

（文/陈云 图/武子祺）

本报讯 眼下，汾阳市三泉镇团城村的

百余亩长山药进入收获季节。种植户抢抓

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挖沟、刨土、收山药，

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在团城村的长山药种植地里，农民们

忙碌地穿梭于田间地头，采挖、清理，小心

翼翼地把一根根裹满泥土的山药从深深的

槽沟中捧出，长长的山药“腰杆

笔直”，整齐地摆放在沟

垄旁边，现场一派

丰 收 的 喜 人 场

景。

“ 今 年

种 的 二

亩 左 右

山 药 ，

前 期 投

入 在 七

八 千 左

右 ，亩 产

可 达 到 三

千左右，按六

七 块 一 斤 的 价

格 卖 出 ，卖 个 一 万

七八，纯收入一万左右，

种山药利润也算是可观吧。”三泉镇

团城村山药种植户田海常高兴地说。

团城村，土松地肥、多为砂质土壤，正

适合长山药生长，这里种植的长山药口感

柔、软、甜、绵。每年 10-11月采收，种植户

们采用“机器＋人工”半机械化采挖，挖山

药的师傅不到一分钟时间就可以挖出一根

山药，山药喜获丰收为种植户带来可观的

经济效益，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季节性劳动

岗位。下一步，团城村将不断延长长山药

产业链条，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一根根

带着泥土的山药成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

金“条条”。

团城村党支部书记朱前龙说：“我们团

城的长山药具有稀缺性，因为它的土壤的

要求比较高，需要沙地，种植一

年山药后，土壤得修养五

年 以 上 才 能 再 种

植，所以说种植

面积少，产量

受 到 一 定

的 限 制 。

正 是 因

为 产 量

小 ，多

年 来 供

不 应

求。”

近 年

来，三泉镇团

城 村 坚 持 把 农

业产业发展作为乡

村振兴的主要工作来抓，

紧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目标任

务，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结合区域特点和

产业基础，瞄准市场需求，大力发展蔬菜

种植，标准化种植白菜、萝卜、山药、蒜等

蔬菜，让“菜篮子”成为百姓的“钱袋子”，

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更多的村民在家门

口增收致富。

（文/陈云 图/朱琪）

本报讯 自汾阳市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演武镇

按照汾阳市委“五项措施”，大力

推进全镇范围内的环境卫生整

治，镇村两级攻坚克难、精准施

策，建立健全“乡镇主导、村组主

抓、群众主动、机制主管”的工作

模式，把提高群众参与度，培养群

众良好卫生习惯作为重要抓手，

努力赢得群众支持，共同创建卫

生、整洁、文明、和谐、绿色的人居

环境，全镇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初

见成效。

每天清晨，演武镇各村大喇

叭就会准时响起，为村民播报环

境卫生知识。环境变好了是今年

以来演武镇群众对乡村最直观的

感受。走进演武镇各村，随处可

见形式多样的墙体标语、绘画，镇

村两级通过大喇叭、宣传栏、电子

屏等宣传环境卫生知识。特别是

针对难以整治的残垣断壁、不易

治理的坑塘水体和垃圾点位，采

取“围栏围挡＋标语警示”的办

法，提醒群众严禁倾倒、违者罚

款。同时动员全体干部在“两微

一端”评论转发关于环境整治的

资 讯 ，提 升 群 众 知 晓 率 和 参 与

度。鼓励文艺队创作以环境整

治为主题的文艺节目，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展演，并在各

村锣鼓队、舞蹈队等活动时间进

行宣传动员。各村妇联还积极

举办各类知识讲座和技能培训，

普及垃圾分类技巧、家庭收纳妙

招、旧物循环利用等常识，以“管

好小家、惠及大家”传递环保理

念。

集中攻坚抓治理，多措并举

聚民心。演武镇共规划设置 15
个垃圾转运点并全部硬化，配备

30辆垃圾收运车，购买 7000余个

小型垃圾桶供群众户内使用，实

现了垃圾投放、转运全覆盖。同

时建强保洁队伍，全镇共聘用保

洁员和清运员 74名，通过制定考

核办法、组织业务培训、保障待

遇，激发保洁员和清运员的工作

积极性。营造整治态势，建立镇

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片、党员包街

联户的包联责任制，镇工作专班

定期调度，每日下沉督导，对沿途

卫生“随手拍”，全方位多角度发

力，推动演武镇人居环境整治高

质高效开展。

三分建、七分管，好环境要靠

大家一起来维护。今年以来，演

武镇动真碰硬、重拳出击，坚决打

击乱扔乱倒行为。该镇组建了

15人的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

镇司法所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和技

能培训，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即：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

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制度。坚持集中整治和日

常整治相结合，与交通沿线门店

签订“门前三包”协议，对乱搭乱

建、乱扔乱倒、乱堆乱放行为采取

“宣传告知、批评教育、警告处罚”

的执法方式，规范经营秩序。同

时在各村村口、原垃圾点等乱倒

垃圾行为易发处安装监控摄像

头，由网格员线上督查，鼓励群众

参与监督，促进村民形成良好卫

生习惯。

农村人居环境要整治好，必

须坚持“美丽”接力、久久为功、持

之以恒。在镇村两级锲而不舍、

攻坚克难的努力下，如今演武镇

各村庄旧貌换新颜，焕发出新活

力，绘就了一幅和美乡村的“演

武”画卷。 （颜晓丽 马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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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汾阳市持续贴近

群众需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办实一件件、办好一桩桩民生实事，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城乡居民食盐免费供应工作是汾

阳市委、市政府 2024年的民生实事之

一。一大早，西河街道西关社区食盐

发放点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社区居

民高兴地等待领取食盐免费券。为确

保将每一袋食用盐都发放到居民手

中，西关社区认真摸底统计，根据居民

户口本进行登记，建立发放台账，确保

发放工作公开、公正，把政府的优惠政

策执行好、落实好。

“汾阳市政府连续两年发福利给

广大群众，也是对汾阳人民群众的一

种关心、爱护。连续两年每年每人发

的七袋盐，我家这七口子人，足够一年

吃，群众很满意。”汾阳市西关社区居

民霍志增高兴地说。

发放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井然有

序地登记、发放，并现场为人民群众讲

解关于碘缺乏引起各种疾病、防范方

法、食用合格盐的好处等相关知识，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食用碘盐的意识。

汾阳市西关社区居委会委员于丽

青说：“我们西关社区按照汾阳市委、

市政府安排进行食盐发放，今年我们

以在社区领取食盐兑换券的形式，去

指定的超市和食盐公司领取食盐，减

少了拥挤现象，更好地服务居民。”

（文/李晓晶 图/刘世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