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韩笑） 民生是人民幸

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在推动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壮阔征程中，文水县始终把增

进民生福祉作为首要任务，精准聚焦就业、

文化、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以一系列务

实有效的举措，推动民生事业蓬勃发展。

就业为本，夯实民生基石。文水县围

绕稳就业、促增收的核心目标，全力推进

“ 人 人 持 证 、技 能 山 西 ”全 民 技 能 提 升 工

程。2024 年，全县累计完成全民技能培训

1638人次，其中，“吕梁山护工”这一特色劳

务 品 牌 更 是 培 训 并 输 出 了 188 名 专 业 人

才。通过举办“春风行动”“就在民企·职向

未来”等系列招聘活动，搭建高效供需对接

平台，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5000 余个，助力

1000 余名求职者现场达成就业意向，为全

县就业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文化惠民，润泽民众心田。文化服务

品 质 提 升 工 程 在 文 水 县 取 得 显 著 成 效 。

2024 年，全县共开展“送戏下乡”“文化惠

民”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1700余场次，极大丰

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所、站）的提档升级工作已基

本完成，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文化活

动场所。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慈云寺、石

永市楼等 6处重点文物得到了有效修缮，文

水县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文

旅融合步伐坚定有力。

教育强县，托举未来希望。文水县高

度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公办托育中心的建

成投用有效缓解婴幼儿照护难题。职教中

心二期工程的竣工验收，为县域职业教育

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通过整合撤并乡村

学校 20所，成立九年一贯制学校 2所，教育

资源配置得到持续优化。2024 年，文水县

高考有 4名学生达到清华北大录取线，中考

600分以上人数历史性突破千人大关，基础

教育质量实现稳步提升。

民生保障，筑牢幸福防线。在民生保

障方面，文水县中医院已建成投用，医养

结合项目已进入试运营阶段，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覆盖 34 万余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

机构实现了人工智能辅助全覆盖，为百姓

健康提供了坚实保障。此外，33 所日间照

料中心经过提档升级，已成为老年人温馨

的活动场所。2024 年，全县发放城乡低保

1833 万元、特困供养 1289 万元，切实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新建殡仪馆已正式

运营，县乡村三级公益性公墓建设正加快

推进，全方位的民生关怀贯穿群众生命始

终。

文水县

致力民生福祉 谱写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3月 12日，离石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集贸市场、零售

摊位等场所开展计量器具检查，认真查看

电子秤的分度值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

作弊功能，确保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

“肉案子”“果盘子”秤准量足。

“老板，麻烦把电子秤调成称重模式。”检

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以群众关注度高的综合

农贸市场在用电子计价秤、公平秤设置为重

点，对计量器具是否在有效期内使用、是否有

扰乱市场秩序的作弊秤、是否超期未检、是否

按照规定设置公平秤等行为进行全面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明确整改时限及整改要求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执法人员还督促经营者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行业自律，不得

使用不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要诚信经营，维

护公平公正的市场计量秩序。

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化身“宣传员”，积

极向商家、消费者进行计量相关法律、法

规，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诚信计

量、诚信经营，倡导消费者如发现“短斤少

两”等计量问题，及时拨打 12315 消费者投

诉举报专线投诉举报，助力形成经营者自

律、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

离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规范“小计量”守护“大民生”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
讯员 郑列） 春潮涌动处，新

绿正萌芽。在石楼县灵泉镇

丁喜辉育苗基地，连片的钢架

温室大棚内生机勃发，工人们

穿梭其间，用娴熟的动作谱写

着春耕生产的序曲。

走进育苗大棚，扑面而

来的温暖气息裹挟着泥土的

芬芳。技术人员将种满种子

的穴盘有序移入到大棚里，

如同呵护襁褓中的婴儿般细

致。这些即将破土而出的幼

苗，承载着农户对丰收的期

盼，也预示着石楼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图景。

“好籽出好苗，好苗产量

高。”基地负责人丁喜辉擦拭

着额头的汗珠介绍道，“从品

种筛选到基质配比，从精准

播种到温湿度调控，每个环

节都要像绣花一样精细。”这

位有着 7 年育苗经验的“土

专家”，已将最初的 2个简易

大棚发展成拥有 11 个种植

大棚，年培育优质种苗 300
万株，产值突破 50 万元，产

品畅销周边市县。

据了解，今年春季，石楼

县像丁喜辉育苗基地这样积

极投身春耕备耕的育苗主体

共有 5 家，他们充分利用钢

架温室大棚培育蔬菜秧苗。

预 计 全 县 共 计 培 育 蔬 菜 苗

600 万株，这些幼苗承载着

全县人民对丰收的期盼，即将奔赴田间地头，为石

楼县今年的农业生产开拓出良好局面，为全年的

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助力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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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分应急能力长一分应急能力 增十分幸福安康增十分幸福安康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我们的新材料

应用广泛，目前已经被用到新能源汽车、5G通

讯、交通材料等产品的制造，为了满足不断增

长的订单需求，我们两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行，

全力保障生产任务。”3月 11日，在兴县经济技

术开发区，元泰高导材料（山西）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的生产线上，火红的铝液从熔铸炉

中缓缓流出，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化作银

光闪烁的高强铝合金铸锭。生产部课长方平

望着眼前这熟悉又振奋人心的一幕，熟练地

介绍着。话语中透着自豪，也折射出我市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澎湃未来。

元泰高导材料（山西）有限公司是我市

铝镁产业链上的明星企业。依托兴县丰富

的铝资源，该公司通过技术创新，成功研发

出 700 兆帕级超高强铝合金铸棒，解决了国

内高端铝材依赖进口的“卡脖子”问题。在

生产过程中，由于采用了节能环保的蓄热倾

动炉与内导液压铸造系统，配合全自动精炼

设备，生产的 7K34型号超高强铝合金新型材

料等产品具有良好的高断裂韧性和抗应力

腐蚀性能，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

输、新能源汽车、体育器材等高端制造领域，

赢得了华为等国内主流通讯、汽车装备企业

的青睐。

“在这里，我们就近用上了中铝华润的

高纯度铝水，成本降低了 60%，不仅提升了

产品的竞争力，也为吕梁铝镁产业链的延伸

注入了新动能。”元泰高导材料（山西）有限

公司厂长蒋彬说，“目前，我们的一期、二期

项目已全面投产，年产值达 34.5 亿元，提供

就业岗位 260 个，成为吕梁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典范。”

现代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

在。当前，我市正加快培育新动能，全力构建

具有吕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

育。在“985”重点产业链规划中，铝镁、氢能、

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链成为核心抓手，依托

资源优势，积极打造煤都、氢都、铝都、酒都

“四都吕梁”，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铝镁产业链上，目前，我市已形成“铝

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的完

整链条，铝材精深加工能力占全省近一半。

在此基础上，我市还着眼长远，把握发展大

势，抢抓战略机遇，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积极推动氢能产业、数字经济产业、装备制

造、新型电力系统等产业的发展，提升氢能产

业发展能级，力争加入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城市群，启动五个重大装备制造项目建设，

推进 13个风、光发电项目，向着新能源装机规

模 420万千瓦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

着力构建具有吕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道路上，不仅支柱产业在不断巩固拓展，

新质生产力在持续集聚，农业现代化也在新

技术的支撑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山西韦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养

菌车间，在自动化传输设备的“突突”声不绝

于耳，工人们正忙着菌棒上架工作，成千上万

的食用菌菌棒整齐排列在培养架上。

“养菌的过程就是一个储备能量的过程，

今年我们引进了数字采集系统，不仅可以实

时监测车间的温度、湿度、光照等关键数据，

还能依据监测数据精准调控车间环境，确保

菌棒始终处于最佳的生长环境。”养菌车间主

任穆晓利介绍。

这家全市食用菌龙头企业，在产业发展

的过程中，敏锐地寻找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的新技术，不断加强与上海农科院、山西农

大等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先后探索研

究了国内领先的香菇液体菌种、全自动化制

菌、智能化工程养菌等技术成果，还紧跟技

术发展趋势，及时引进了“数字养菌”技术，

让菌棒的生长环境以数据的形式清晰地呈

现出来，解决了原来的养菌“痛点”，推动了

食用菌全产业链信息化、智能化、工厂化、标

准化生产，为全市食用菌产业发展注入了坚

实的科技力量。

春潮涌动万象新，扬帆破浪正当时。从

元泰高导的铝合金新材料到食用菌住进“数

字产房”，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市正以

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深化“985”重点产业链

建设为抓手，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全力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

展，实现着从“一煤独大”到多业支撑的华丽

转身。

“新”浪潮拍岸而来“高”质量逐浪攀高

我市加快培育新动能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月 15 日，正值周末，吕梁比亚迪 4S 店内人头

攒动，众多消费者怀揣着购车梦想穿梭其中。店门

口，“乐购吕梁·聚力首季”2025 年汽车促消费活动

展板醒目矗立，各种以旧换新的消费政策随处可见，

营造出热烈的消费氛围。

图为工作人员为消费者讲解购车优惠政策。

王洋 摄

为有效防控森林草原火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和林草资源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等

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封山

禁火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封山禁火期

2025年 3月 25日至 2025年 5月 15日。

二、封山禁火区域

全市所辖行政区域林地、草地及距离林草地边缘

300米内的范围。

三、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事项

（一）禁止吸烟、烧纸、烧香、点蜡、燃放烟花爆竹和

孔明灯、烧荒燎堰、烧灰积肥、焚烧秸秆枯枝、烧煮、烧

烤、使用火把照明或取暖等野外用火行为；

（二）禁止携带火种及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或者途经

禁火区；禁止明火作业、爆破、私架电线等易诱发森林

草原火灾的活动；

（三）禁止其它可能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各类用火

行为和人为活动。

四、其他事项

（一）封山禁火期内，各级政府和林草经营单位必

须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明确防火责任区域和职责任

务，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在重点林区和重点地段的入

山口设立防火标志，临时增设防火检查站，所有进出禁

火区域的人员需接受防火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拒绝、阻挠和妨碍森林草原防火检查。

（二）加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监护责任落实，严防火种进入林草地。

（三）对确需进入防火区域内进行野外用火活动

的，需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严格按照批准的

时间、地点、范围活动，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严防失

火，并接受林草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占用森林草原防

火设施、设备。

五、违法处理

对违反本禁火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予以处

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各级公安部门要加大对野外违规用火的查处和处

罚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故意纵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

等违法犯罪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当立

即报告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或乡镇（街

道办）处置。

吕梁市森林草原火情报警电话：
12119、8296700、8296739

关于在全市实施封山禁火的通告

本报讯 （记者 韩笑） 人才是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过去一

年，交城县立足县域优势和发展需

求，创新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人

才生态，推动人才工作与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走出

了一条以人才驱动引领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路径。

体制机制创新释放人才活力。

交城县建立“1+7+N”人才工作体系，

县委常委会全年 9次专题研究人才

战略，党政主要领导 11次带队访名

校、走名企，主动与高端人才对接交

流，营造狠抓人才工作的鲜明导向；

创新实施“揭榜挂帅”机制，卫健、教

育等重点领域破解 18项人才难题，

其中通过建立医疗集团编制周转

池，打破医疗人才引进壁垒；建成全

省首个县级科技馆，构建 863 人的

“高层次+专业化+乡土型”人才雁

阵，全年举办人才交流活动 50余场，

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 40余项。

产才深度融合激活发展动能。

围绕“985”重点产业链布局人才链，

与北大、清华等高校建立深度合作，

柔性引进中国工程院陈蕴博院士团

队建立院士工作站，促成太原理工

科技特派员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120
余项；支持驻地企业携手山大等高

校团队共建博士创新站，实现国家

级专利、行业标准制定双突破，驻地

企业自主研发的“热态渣再利用技

术”填补国内外此项技术空白；全年

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户、省级高新企业 38户，县域科创

能力显著提升。

民生导向培育人才成长沃土。

深化“校地合作”模式，与首都医科

大复兴医院等医疗机构建立长效合

作机制，全年 231 人次医疗专家赴

交城开展诊疗服务，惠及群众上千

人；全职引进 52 名教育专才的同

时，成功回引 2名 90后骨干教师；建

立乡村振兴人才储备库，将 148 名返乡大学生纳入村“两

委”后备力量，46 名青年人才加入党组织，培育形成“头雁

领航、群雁齐飞”的乡村人才矩阵。

立体化服务构筑人才暖心港湾。构建“全周期”培养

体系，将近两年招录的 105 名高层次人才纳入县级人才大

讲坛、中青年干部铁肩计划等培训“大盘子”，针对性开展

国情研修、人才沙龙、鹊桥联谊等活动 13次，让人才稳心扎

根、发挥优势；持续发挥“政府+企业”共建人才公寓作用，

累计建成人才公寓 197套，入住 325批 1706人次，让人才住

有宜居、安家立业；全年发放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生活补

助 201万元，拨付人才公寓、青年驿站运行经费 70万元，护

航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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