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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3号）

和《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建城〔2014〕167号)等
规定，现将依法审查核发的加气站《燃气经营许可

证》名单予以公布：

1、吕梁离石区七里滩 CNG加气站；法定代表人：

张元平；证书编号：晋 20151411020002J；有效期至：

2018年12月9日；

2、中联山西煤层气有限公司柳林县薛村镇格老

湾村 CNG加气母站；法定代表人：刘争春；证书编号：

晋 20161411250011J；有效期至：2019年 3月 21日；

3、山西乾润能源有限公司岚县社科乡曲立村

LNG 加气站；法定代表人：焦一伟；证书编号：晋

20161411270005J；有效期至：2019年 2月 16日；

4、岚县昌盛能源有限公司岚县东村镇南白家庄

村 LNG 加气站；法定代表人：张卯生；证书编号：晋

20181411270004J；有效期至：2021年 4月 13日；

5、山西压缩天然气集团吕梁有限公司孝义市梧桐

镇南姚村CNG加气母站；法定代表人：刘本威；证书编

号：晋20161411810025J；有效期至：2019年5月27日；

6、山西孝义市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孝义市中阳楼

街道振兴街CNG加气站；法定代表人：王钟涛；证书编

号：晋20171411810003J；有效期至：2020年5月25日；

7、汾阳市三通化中燃料销售有限公司汾阳市栗家

庄乡河北村LNG加气站；法定代表人：崔彩铃；证书编

号：晋20171411820007J；有效期至：2020年10月11日；

8、汾阳市三通圣达能源有限公司汾阳市阳城乡东

路家庄村 LNG加气站；法定代表人：韩鑫；证书编号：

晋20171411820009J；有效期至：2020年12月5日；

9、汾阳市文湖新能源技术开发及应用有限公司汾

阳市建昌村CNG加气站；法定代表人：郭石富；证书编

号：晋20181411820001J；有效期至：2021年1月31日；

10、汾阳市三通枝晋加气站有限公司汾阳市演武

镇白石村西LNG加气站；法定代表人：赵连娥；证书编

号：晋20181411820007J；有效期至：2021年8月21日；

11、汾阳市三通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汾阳市栗家

庄乡河北村LNG加气站；法定代表人：樊文平；证书编

号：晋20171411820001J；有效期至：2020年2月14日；

12、文水县汇源燃气有限公司文水县凤城镇沟

口村 LNG 加气站；法定代表人：孟争龙；证书编号：

晋 20181411210005J；有效期至：2021年 8月 7日。

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8日

公 告
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 展 为 期 两 个 月 的 集 中 整 治 非 法 加

气 站 专 项 行 动 ，现 将 举 报 电 话 向 全

社 会 公 布 ，欢 迎 社 会 各 界 和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举 报 非 法 加 气 站（点）。

市 、县（市 、区）两 级 举 报 受 理 单 位 将

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市 专 项 行 动 办 公 室 举 报 电 话 ：

0358-3398999
交城县举报电话：0358-3522513
文水县举报电话：0358-3022348

汾阳市举报电话：0358-7236879
孝义市举报电话：0358-7672567
离石区举报电话：0358-8226197
兴 县举报电话：0358-6322376
岚 县举报电话：0358-6729811
临 县举报电话：0358-4422951
方山县举报电话：0358-6022466
中阳县举报电话：0358-5022664
柳林县举报电话：0358-4022499
交口县举报电话：0358-5422634
石楼县举报电话：0358-5722451

吕梁市集中整治非法加气站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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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礼赞！
——写在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日历翻至秋分这一天，太阳抵达黄经

180°，直射地球的赤道，气候从热转凉，昼

夜开始平分，物候意义上的秋天即将正式

开始。

华北平原的稻谷熟了，金黄的稻穗在

秋风中低下了头；黄土高坡的苹果红了，

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丫；江南水乡的螃

蟹肥了，飞舞着钳爪爬上堤岸……

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就要来了！

从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村，到

“两山”理论肇始地浙江余村，从厚植黄土

文化的陕西梁家河村，到独具岭南农业特

色的广东大黄村——神采各异的特色村

寨靓起来，令人垂涎欲滴的农家美食摆起

来，缤纷多彩的民俗活动演起来，大江南

北处处是丰收的胜景，神州大地到处被喜

悦环绕。

尽情享受吧，农民兄弟！热烈庆贺

吧，父老乡亲！

这是属于中国农民自己的节日，这是

属于中国农民自己的舞台！

这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欢歌，这

是欣欣向荣、民富国强的胜景！

一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对农民的崇高礼

赞，是新时代对“三农”工作的又一次重锤

响鼓！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日，是由党中央

批准、国务院批复，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

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情系“三农”、

关爱“三农”的生动体现，是“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

富，农民必须富”的明确昭告，是“任何时

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

的深情书写。顺应民意，深得人心！

这是一件惠泽亿万农民的喜事，也是

一件彰显人民情怀的好事，更是一件具有

历史意义的大事。必将进一步在全社会

范围内形成重农尊农爱农的时代氛围！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最简单

质朴的一个字，背后是民生之要、执政之

基。从远古先民的“祭年”庆典，到历代帝

王亲耕的“籍田礼”，千百年来，人们通过

不同的方式祈盼丰收、歌唱丰收、欢庆丰

收，表达对暖衣余食、安居乐业的向往，对

盛世宏基、长治久安的渴盼。

几千年风雨沧桑，历史的车轮行进到

今日，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正面临数千年未

有之变局。

在中国这艘巨舰驶向现代化的征程

中，作为最基础的产业、最广阔的区域、人

口最多的群体，农业不能拖后腿、乡村不

能掉队、农民不能缺席。农民渴盼丰收，

市民需要丰收，国家更离不开丰收。

农民丰收节，它既是亿万农民庆丰

收、晒丰收的节日，也是全社会享丰收、助

增收的节日；既寄托着农民的追求、农民

的希冀，也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深情与

追忆；既传递着乡间田野的草根力量和基

层脉动，更体现了庙堂之高的顶层设计与

深远谋划。

这是一个节日，更是一个象征。它的

设立，标注着新时代强农惠农富农的更高

要求、更新使命，必将调动更多的目光关

注“三农”，更多的资源投向“三农”，更多

的力量建设“三农”。

二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对农民巨大贡献

的由衷肯定，是对父老乡亲们最真诚的敬

意和嘉许。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他既是一种职业，

也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

种力量的写照。中国农民，顶天立地；农

民的创造，惊天动地。

是他们，在贫穷积弱的旧中国努力奋

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敢教日月换

新天”，终于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

田”的梦想；

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和巨大的牺

牲，在“工农剪刀差”下为中国的工业化起

步提供了丰厚积累；

是他们，敢于突破旧体制的禁锢，以

“大包干”的形式，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大幕；

是他们，勇于冲破城乡樊篱，以令世

界惊叹的姿态，支撑起中国经济四十年的

跨越发展；

是他们，辛苦耕耘，创造了以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人口的奇迹，

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

中；

是他们，在广袤的乡间田野点燃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火把，孕育着经济

新常态下支持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从我国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

史时期，中国农民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

记，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特别是改革

开放到新时代，这些从草根民众中蓬勃而

出的改革勇气和对新生活的渴望，不仅成

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更是

不断书写这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重

要力量。

然而，很多时候，他们的付出并没有

得到相应的回报和待遇，他们的贡献并没

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认可。

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就是要用节日

的形式为农民呐喊、为农民加油、为农民

点赞，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民、关心农民、

关爱农民。既在经济上让农民享丰收、得

实惠，也从政治上让农民被肯定、受尊重。

这是一个节日，也是一枚勋章。丰收

节，农民收获的不只是甜蜜蜜的果实，鼓

起的不只是沉甸甸的荷包，更是满满的荣

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三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对农民主体地位

的高度认可，是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再

动员和新鼓舞。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成为农村大地上最响亮的声

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民丰收节

描绘了最深远宏伟的时代背景，为这个节

日注入了更深刻的内涵与使命。

它按下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快进键，通

过节日搭建大平台，把乡村潜在的公共产

品变成有价值的商品，帮助生产者和消费

者互相发现价值，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

城乡之间加速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它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精气神，让农民

看到了自身拥有的特色资源优势和文化

价值，激发农民的身份自信、文化自信、情

感自信，唤醒农民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共同奔赴乡村振兴大战场。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设立，对于深入推

进乡村振兴，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更是一种能见实效的鞭策与推动。

这就是农民丰收节的生命力所在。

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文化符号，其背后有

全社会支持“三农”、服务“三农”的实际

举措支撑；农民不只是这一天的主角，而

会以更加积极的主人翁姿态在社会的大

舞台上发光发热；全社会支农惠农强农

的气氛不只集中在这一天，更要永远地

持续下去。

这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声号角。它发

轫于乡村振兴元年，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足迹拾级而上，必将凝聚起亿万农民

的宏伟力量，共同浇灌出乡村全面振兴的

璀璨之花。

春华秋实，春种秋收；岁月更替，年

复一年。但农民的丰收节日不会落幕。

让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举

办为契机，努力奋斗，攻坚克难，正确对

待农民，真诚善待农民，让农民丰收的喜

悦点亮未来，让乡村振兴的美好理想照

进现实！

父老乡亲们，节日快乐！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9月21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官庄村举办首届“中国农民丰
收节”暨第六届宜昌柑橘节，活动现场摆出由柑橘组成的“喜庆丰收”字样。

新华社发 张国荣 摄

金秋九月，五谷丰收，瓜果飘香。人们在收获的喜悦中迎接“中国农民丰收节”。 图①为果农在新疆温宿县克孜勒镇一处果园运送采摘的苹果。图②为河北唐山遵化市团
瓢庄乡朱官屯村农民在收获葡萄。图③为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蛟龙村村民在晾晒玉米。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刘满仓 章磊摄

为

广西象州，糖蔗还在最后剥叶；

安徽潜山，水稻已经一片金黄；江苏

宝应，大闸蟹刚刚开始上市。大江南

北渐入金秋，丰收的景象涌现在田间

地头。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农业现

代化……党的一系列兴农富农举措，

让农村呈现新面貌。首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来临之际，新华社记者探访

了东中西部三个丰收村，看丰收景

象，听丰收心声，话丰收远景。

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

什么是丰收？58 岁的农民卢运

生站在田埂上，左手边是绿油油的瓜

蒌，右手边是黄灿灿的稻田，中间的

他对着记者咧嘴在笑。答案写在他

那张沧桑却平静的脸上。

“一亩瓜蒌能产 200斤干籽，一斤

能 卖 20 块 。 根 和 皮 一 斤 能 卖 8 块

多。今年种了 300 亩，按照去年的行

情，刨除成本，20 万元没问题。”这位

种植大户算起了今年的丰收账。

卢运生所在的丰收村位于安徽

省潜山县王河镇。村党总支书记汪

杰明说，今年全村预计水稻收成 3000
亩，亩产 1300 斤；瓜蒌 1000 亩，亩产

200斤。

走进广西象州县马坪镇丰收村，

连片的糖蔗又高又直，柚子、砂糖橘

压弯了枝头……如此景象，让人想不

到这是一个深度贫困村。

去年脱贫的杨乃行和妻子早上 6
点就到地里剥蔗叶。糖蔗马上要成

熟，剥叶能长得更好。“现在政策好，

只要勤快点，生活总会变好的。”去

年，他获得了上万元产业发展等各类

扶贫资金，种了 25 亩甘蔗、7 亩优质

稻，还养了两头牛，成功脱贫。

“现在村里几乎没有闲田，很多

人还到附近包地种。”村党总支书记

唐田说，利用扶贫政策发展多元产

业，今年全村预计脱贫 111户 477人，

将甩掉深度贫困的“帽子”。

紧靠京杭大运河的江苏省宝应

县夏集镇丰收村，3600多亩土地中有

2200 多亩是蟹塘。波光粼粼的水面

上，偶尔跳起的鱼，让人可以想象塘

底蕴藏的丰收气息。

55 岁的养殖大户陈寿春刚从上

海、无锡跑市场回来，大闸蟹的销路基

本打通了。今年大闸蟹每亩增收 20
斤，他打算直接到城里搞批发门市，减

少中间环节，价格也能卖得更高。

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支撑

丰收的路子多种多样，丰收背后

却有共同的原因。基础设施搞好了，

科技水平提高了，产业融合起来了，

丰收村丰收的成色越来越足。

安徽潜山和广西象州的两个丰

收村都曾饱受水患。为防涝抗旱，前

者斥资修建水利站，对今年农业丰收

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实施了疏浚河

道等措施，也迎来了丰收年。

两年前，象州的丰收村建“双高”

糖料蔗基地，糖蔗种植间距要从 90厘

米拉大到 1.2 米，很多种植户心生疑

虑，“少种不会减产吗？”为打消村民

疑虑，政府免费提供机器深耕服务和

高糖蔗种，还组织村民外出考察。

一年后，糖蔗亩产量从之前的

五六吨提高到七八吨，种植大户杨

祖权连连称好，“现在一根蔗顶过去

的 两 根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黄 维 介

绍，“双高”基地建设以来，村里甘蔗

种植面积增加了 500 亩，产量增加了

5000吨。

安徽潜山丰收村注重农业规模

化，建立了 6家专业合作社，圩里 95%
土地都已发包。龙头产业瓜蒌种植

得到大力扶持。休闲观光农业、绿色

农业、创意农业等多种业态并存，推

动农业多功能延伸。

借助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的创业

扶持政策支撑，江苏宝应丰收村正从

传统种养向园艺花木、农家乐等第三

产业拓展。村党支部书记胡桂林说，

全村 20 家农家乐一年的经营收入就

有 600 多万元，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

渠道。

期盼丰收梦越来越甜

不仅农产品丰收，丰收村在精神

层面也越发富足。村民们的丰收梦

越来越甜。

水泥路、篮球场、大戏台……走

进三个丰收村，记者看到这些设施都

已是标配。在安徽潜山丰收村，5600
平方米的活动广场、120 平方米的大

舞台成了农民文化乐园。农家书屋

里，村民产小平正津津有味地看着

《李白外传》。“以前，吃过饭我就要上

麻将桌。”产小平打趣说，“农家书屋

可拆散了不少牌友啊！”

在广西象州丰收村，每天晚上

灯光球场上都会聚起打乒乓球、跳

广场舞的人。午饭后，杨祖权常会

约 其 他 村 民 一 起 到 附 近 镇 上 喝 奶

茶、咖啡聊天，这在丰收村已经成了

一种流行风尚。

吃饱了肚子，有了更高的追求，

丰收村的人们盼望着丰收能够继续，

从风调雨顺时的“小丰收”走向长长

久久的“大丰收”。

丰收还要产业更可靠。为扩大

增收渠道，广西象州丰收村的村民正

尝试种植沃柑、山楂等多种水果。江

苏宝应丰收村，陈寿春还在忙着搭建

网上销售平台，以解决销路问题。他

们都希望得到更多技术指导和市场

引导，让增产实实在在变为增收，让

丰收货真价实。

丰收需要更多年轻人回村来。

少了年轻人，丰收村如何继续丰收？

三个丰收村都在积极争取政策，鼓励

青年返乡创业。

“叫丰收，就要不断真丰收！”广

西象州丰收村村委会主任杨乃逢说，

真丰收要靠大家继续扎根农村，找准

症结、研究办法、解决问题，一步一个

脚印奋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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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田头看农事 丰收村里话丰收
□ 新华社记者 向志强 杨绍功 吴慧 陈尚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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