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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好防汛抗洪救灾主动仗

□ 本报记者 王涛

扫描二维码

查 看 详 情

中 央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群 众 信 访
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十一批）

截至 2025年 7月 6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8件，

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其中，已办

结 5件，阶段性办结 3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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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7日电 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 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

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

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

幕。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庄严肃穆。上午 9 时，仪式

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

哀。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88年前的今

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

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

爆发，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

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

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勠力同心，为

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

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下转3版）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
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

在吕梁山东麓、汾河水之滨，有一个

村庄的名字格外响亮——贾家庄。这里

不仅是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的灵感源

泉，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故事原

型，更在新时代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

美、乡风淳、治理优、百姓富的文明发展

之路，成为全国乡村文明建设的耀眼标

杆。

产业多元融合 筑牢文明根基

走进昔日的特种水泥厂旧址，机声

隆隆已被书香影音取代。2015 年，面对

环境与产能压力，贾家庄人毅然关停运

行 18 年的支柱企业，以“壮士断腕”的勇

气开启转型。这片工业遗迹没有沉寂，

而是涅槃为恒鼎工业文化创意园。

2019 年春夏之交，一场文化盛事在

此点燃：首届吕梁文学季盛大开幕，“贾

家庄作家村”揭牌，“贾樟柯种子影院”点

亮银幕。莫言、余华等 60 余位文坛巨匠

汇聚于此，一个充满三晋风情的“乡村

798”破土而出。文化赋能持续深化，一

年一度的“86358贾家庄短片周”，成为国

内首个扎根乡村的青年电影人盛会，架

起了文化资源回流与电影艺术教育深耕

乡土的桥梁。

转型不止于文化。贾街，贾家庄人

在一块荒地上斥巨资精心打造出的三晋

民俗文化体验地，一个汇集全国各地名

优特色小吃和制作手工艺品的地方。每

到节假日，食客云集，常常爆满，东西珍

馐竞相媲美，南北风味各领风骚。原本

一块普普通通的旱地变成了聚宝盆，活

了商铺，富了乡亲，美了城里人。

在旅游产业上，贾家庄坚持以提高游

客的差异化体验为核心，从 2007至今，十

多年的时间，贾家庄人打出了一连串令人

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引进了自贡市华景彩

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洛阳旺涛娱乐设备

出租有限公司，打造了山西省独具特色的

大型彩灯项目和游乐设施项目，在生态园

内引进动物和梦幻星空馆、蹦床主题游乐

馆等系列新项目，游客纷至沓来，贾家庄

成为山西乡村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在

这里，“旅游让生活更美好，旅游让百姓更

幸福”的目标已经实现。

开 放 合 作 才 能 激 发 产 业 新 动 能 。

2007年，贾家庄村百年老字号“厚德昌”酒

坊，升级为山西杏花产区酒业集团酿造有

限责任公司，秉持古法，良心酿造。2019
年，其纯粮美酒香飘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

烈性酒大赛，一举斩获金奖，让贾家庄纯

粮美酒开始走向世界。2020年 8月 28日，

由贾家庄携手四川泸州观宇玻璃、山西新

晋商酒庄共同投资 3.2亿元兴建的山西贾

家庄观宇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正式点火投

产，创造了汾阳市招商落地投产的“速度

传奇”，日产玻璃瓶高达 20万只。

重大项目才能支撑高质量发展。贾

家庄坚持项目建设主引擎，突出项目引

领，重点谋划、招引和争取了一批好项

目、大项目——总投资 1.8亿元的山西传

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汾阳教学实训基地

落地贾家庄；投资 1.2亿元建成山西杏花

村酒业集团 5万吨粮食仓储项目；与深圳

柏星龙、佛山印得高公司融措资金 1.4亿

元，建成贾家庄包装产业园；以土地入股

形式，吸引山西大不同有限公司一期投

资约 4亿元，建成山西大国工匠职业教育

产业园。

贾家庄坚实的产业根基与蓬勃的多

元业态，为文明创建注入了不竭的源头

活水。

党建引领治理 涵养时代新风

贾家庄的辉煌密码，核心在于坚持

党的领导不动摇。2017 年 11 月，一场庄

重的党委换届选举在村会议室举行。年

近七旬的老书记邢利民，将共同富裕的

接力棒郑重交到新一代“村里的年轻人”

手中。以邢万里为班长的新班子，扛起

了建设美丽新家园的历史重任。

新班子立足实际，创造性地提出“政

治领先、酒业振兴、旅游升级、村庄改造、

普惠民生”20 字乡村振兴战略内涵。村

党委书记邢万里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政

治领先，就是要让全国农业战线这面旗

帜举得更高，让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名

片更靓丽！这是我们的革命底色和政治

本色，必须心向总书记、心有党中央。”

治理深化是关键一环。贾家庄创新

实践“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

融合。这一优良传统历久弥新。自 1994
年起，“树形象、举红旗、创大业”活动持续

开展近三十年，配套四个“雷打不动”：支

部“三会一课”雷打不动、季度党员大观摩

大检查雷打不动、年度誓师评模表彰雷打

不动、“10月 6日爱村日”活动雷打不动。

这套“组合拳”锻造了坚强堡垒，“永远跟

党走”融入代代贾家庄儿女的血脉。

“两手抓两手硬，歪风邪气吹不进”

是贾家庄的治村法宝。精神文明与物质

文明在这里比翼齐飞。连续开展三十多

年的“和谐家庭”竞赛，被村民誉为“社会

稳定剂”“家庭润滑剂”“邻里调节剂”“团

结向上的兴奋剂”。仅 2024年，贾家庄村

就有 562户家庭受到表彰。村广播站、腾

飞报、网站、微信平台构成的全媒体矩

阵，持续播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

子，用身边人、身边事，点亮村民心中的

明灯。村民贾建雄一家家庭和睦、与人

为善，在去年被评为“和谐家庭”。在日

常工作生活中他分外珍惜这份荣誉，时

刻争做一名文明的贾家庄人。“荣誉比金

钱更珍贵”成为贾家庄人深入骨髓的价

值认同。

在贾家庄村，常年活跃着青年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老年志愿者和学生志愿

者四支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伍。他们不定

期开展卫生环境清理、植树绿化、旅游咨

询、文明村镇创建等志愿服务工作，成为

贾家庄一道靓丽的风景。 （下转3版）

文明花开幸福村
——探访全国文明村汾阳市贾家庄村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7月 6日，市长熊义志主持召开全市

防汛度汛调度会，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市防汛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再推进。副市长庞明明参加。

会议指出，当前，我市进入防汛关键期，近期还将出现强降雨、

强对流天气，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提

高思想认识，立足防大汛、抗大灾、抢大险，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

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做到人员

到位、思想到位、值班到位、执勤到位，全力以赴打好安全度汛主动

仗。

会议要求，要强化预报预警。不间断跟踪天气、雨情、水情和

汛情变化，加强突发性暴雨洪水的预测预报，提高监测预警的精准

度。持续在“喊醒”“叫应”上下功夫，用好媒体平台、手机短信、村

内大喇叭等平台或方式，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厂、

到人。要全面查险除患。加强对水库、淤地坝、自建房、地质灾害

隐患点、城市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加强巡查值守，

确保一旦出现灾情，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对受威胁的群众，要严格

执行避险转移“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刚性要求，坚决做到应

转尽转、早转快转。要抓好应急准备。细化应急预案，明确避险路

线、避险地点，以及灾民安置救护、物资保障等具体措施，做好极端

天气预案，确保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正常运转。备齐备足防汛物

资，提前预置抢险救灾物资，扎实做好应急抢险设备的调试、维护、

调度和管理工作，确保战时能用管用。各级抢险队伍要全面进入

临战状态，有针对性地加强培训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会议强调，要持续强化应急值守、调度指挥、督导检查和宣传

引导，坚决扛牢防汛度汛工作责任，推动汛期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落

地落实。

会上，市气象局、市水利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汇报

了全市防汛准备情况，部分县（区）分别发言。

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全
市
防
汛
度
汛
调
度
会
召
开

本报讯 （记者 高茜） 7 月 7 日，吕梁日报社党

总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赴孝义市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 践行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孝义市既是赓续红色血脉的热土，也是传承“孝”

“义”文化的厚土，孝亲敬老、义利共兼的优良传统代

代相传。首站抵达的全国文明村仁义村，红色基因已

深深融入乡村肌理。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让红

色文化成为乡村旅游的“金字招牌”。村口“红色仁义”

标识牌下，革命历史彩绘墙醒目生动，浓烈的红色氛围

扑面而来。党员们先后走进“永远的东方红”毛泽东像

章展馆、孝义党史馆等红色阵地，在泛黄的史料与斑驳

的像章中，重温党史重大事件，聆听孝义本地革命故

事，深刻感悟先辈们的奉献与担当。

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

誓言回荡上空；党员们还收到政治生日贺卡，党员代

表分享入党初心，进一步强化了身份意识与使命担

当。

随后，全体党员前往有“凤凰古村”之称的临水

村。该村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秉持着保持村落原

有格局肌理的理念推进修缮与发展，使历史韵味与

现代气息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乡村旅游带动乡村

振兴的实践路径。

时值“七七事变”88周年，这个承载着民族记忆的

特殊日子，让此次活动更添历史厚重感。全体党员在

重温抗战历史、感悟时代变迁中，接受精神洗礼，凝聚

奋进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

在仁义村汲取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坚守舆论阵地的责

任担当，把在临水村感悟的振兴实践转化为讲好吕梁

故事的生动素材。用真实的记录、鲜活的表达、深刻

的思考，让红色基因在笔端传承，让乡村振兴的吕梁

篇章在传播中更具感染力，为推动《吕梁日报》高质量

发展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7日夜间到 8日白天：全市阴天有小雨，南部地区有中雨，最低气温 17～21℃，

最高气温 24～30℃。

8日夜间到 9日白天：全市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 16～21℃，最高气

温 22～27℃。

9日夜间到 10日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 17～21℃，最高

气温 24～30℃。

全市天气预报

吕梁日报社党总支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6月以来，我

市降水形势严峻，呈现持续时间长、范

围广、时空分布不均、降水落区重叠度

高等特点，强降水时段间歇出现，并伴

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 7月 6
日，全市共出现 5 次降水天气过程，平

均降水量达 91.5毫米，与历年同期 66.5
毫米相比，偏多 25.0毫米。

据市气象局预测，未来一周吕梁还

将迎来 2 次降水天气过程，持续时间

长、累计雨量可达 50-120毫米，中南部

地区降水落区与前期重叠，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等级较高。局地短时强降水极

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

等次生灾害。

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

市迅速行动，积极落实防汛度汛与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市气象局积极响应市

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依托精密气

象监测网络，对降水过程进行 24 小时

不间断监测，综合运用雷达、卫星等技

术手段，精准捕捉天气变化。同时，通

过短信、微信公众号、主流媒体、应急广

播等多种渠道，及时、高频次发布气象

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

至基层，为防汛决策和群众避险争取宝

贵时间，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确保

平稳度汛。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今年入汛以

来，市城市管理局认真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防汛工作的决策部署，周密部

署、迅速行动，扎实有序开展城市防汛

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市区安全度汛。

隐患排查再细化。该局紧盯市区低

洼易涝区、建筑工地等防汛重点区域，加

大巡查频次与力度，重点防范工地泥土流

入排水设施引发淤堵积水，对排查出的隐

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期

限，确保问题“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治理项目再提速。针对龙凤南大

街防洪排涝应急整治项目，实施“挂图

作战、倒排工期”机制，通过增派施工人

员、调配机械设备，科学优化施工流程，

全力推进工程进度，确保在主汛期高峰

来临前竣工投用，提升城市排涝能力。

防汛能力再升级。组织开展汛情灾

害预防、避险自救、应急抽排水等专题培

训，并积极筹备防汛应急抢险演练，通过

模拟实战场景，强化防汛抢险队伍快速

反应、协同作战能力，切实提升防汛应急

处置水平。市城市管理局将持续压实责

任，以更实举措筑牢防汛防线。

市城市管理局：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堤”

市气象局：积极应对汛情 扎实推进防汛工作

图为村里的老人在贾家庄日间照料中心免费就餐。 记者 王涛 摄

图为吕梁日报社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记者 薛志雄 摄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刚过，交

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的稻蟹示范田里涌动着

勃勃生机。晨光洒在粼粼水田上，村民们推

着插秧机来回穿梭，嫩绿的秧苗在水面上整

齐列队，勾勒出一幅热气腾腾的农耕画卷。

走进稻蟹综合养殖基地，机械的轰鸣

声与村民的吆喝声交织成曲。插秧机沿着

田垄划出笔直的线条，田埂旁，58岁的村民

张大叔弓着腰，熟练地补栽边角秧苗。泥水

浸透裤脚，他却顾不上擦拭，直起腰笑着说：

“今年用了机械化，效率翻了番！”远处，交城

县西社镇米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任吉栓踩

着泥泞走来：“120多亩稻田，改良土壤、科

学施肥，今年亩产破千斤稳了！现在已完成

三分之二，再有 3天就能插完。”

田埂上，一抹鲜艳的“志愿红”格外醒

目。8名到村工作大学生组成的先锋队，正

跟着老农学插秧。李晓强挽着沾满泥巴的裤

腿，小心翼翼地将秧苗插进泥里，身旁的村民

手把手纠正：“间距要一掌宽，秧苗才长得

开。”“以前总觉得农业离自己很远。”李晓强

抹了把汗，眼里闪着光，“下田才知道，每一株秧苗都藏着学问！”

“让年轻人扎根土地，咱的产业才有后劲！”村委副主任曹

三小望着田间忙碌的身影感慨道，“传统农耕文化要传承，乡

村振兴更得靠新鲜血液。”微风吹过，新插的秧苗轻轻摇曳，仿

佛在回应这份期待。

这片水田，承载的不仅是丰收的希望，更是村民们的幸福

生活。曾经的撂荒地，如今成了“香饽饽”。村里根据劳动力

情况，为脱贫户和老人安排分秧、巡田等零工。70 岁的李奶

奶坐在田埂边，利落地分拣秧苗：“不出村就能挣钱，日子有盼

头！”这片“养老田”，让老有所依的笑声回荡在稻田间。

“米家庄村的稻蟹混养，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西社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建兵站在田头目光坚定，“下一步，我们以

党建为引领，扶持特色农业，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让乡村

振兴的步子迈得更稳！”

夕阳西下，余晖为稻田镀上金边。新插的秧苗在水中挺

立，如同一个个绿色的音符，奏响着米家庄村产业振兴、幸福

生活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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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