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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话讲文明话 办文明事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做文明人 创文明城创文明城

文明城市每日一问

根据国家、省单项创建标准和申报要求，我市文明

城市等系列创城周期确定为 2021——2023年。

吕梁市文明城市等系列创城周期是什么？

“有汉奸暴露，把王天明抓起来，坐

老虎凳，灌辣椒水、烧红烙铁烫身上，王

天明也没有暴露共产党的任何消息，宁

死不屈……”

每每给观众讲到王天明烈士的牺牲，省

人大代表、吕梁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宣教

部主任康彦红说，她都会被先烈的铮铮铁骨

与浩然正气感动。吕梁在革命战争年代，为

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曾养兵十万，牺

牲一万。就整个晋绥而言，这样的英烈有千

千万万。她说，每一次的讲解准备过程也是

自身学习、自我提升的过程。作为国家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讲解员，她有责任有义务，

宣传好党的这段红色历史，讲好吕梁的故事。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来纪念馆

的团队要比往年更多，很多都是青少年团

队。”康彦红说，她经常在思考，怎么能吸

引更多的青少年主动走进纪念馆来感受

革命精神、家国情怀，怎么让红色文化从

纪念馆走出去，在孩子们内心落地生根？

面对新冠疫情考验，纪念馆创新宣讲方

式，换位搞宣讲。从去年三月份开始，与

当地中小学合作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

动，讲解员人人当讲师，人人进校园，把红

色历史主动送进校园；为了提升讲解员自

身素质，还开展了“党史微课堂”“晋绥大

讲堂”，讲解员“人人一个小专题”“一月一

段史”“一周一个小故事”定期举行；为了

丰富展陈，纪念馆与兄弟馆合作举办“从

杨家沟到西柏坡”联展活动；和省内高校

合作，将思政课搬进旧址内，让学生们在

与革命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接受精神

洗礼，坚定信仰信念。

康彦红说，作为省人大代表，她更关

注的是，省政府在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

档升级中，要拓展一批研学游，自驾游的

新业态，要推动 A级景区倍增，打造一批

精品旅游路线的部署。她希望，能在山

西产业转型发展中，抓住历史机遇，乘势

而上，阔步前行，把以晋绥边区革命纪念

馆为中心的蔡家崖景区打造成国家级

4A景区，让晋绥红色文化在吕梁文旅发

展事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推进白酒、陈醋等酿造产业集群发展，

是山西省“十四五”农业现代化三大省级战

略之一，而要保证酿品质量，优质的高粱等

原材料是关键。省政协委员、中国汾酒城高

级技术总监雷振河围绕建设优质原粮基地，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雷振河说，白酒和陈醋作为“山西酿品”

的代表，在山西传统产业中占据翘楚之位。

随着酿造产业的快速发展，山西白酒年产能

有望接近 40万吨，醋产能接近 70万吨，由此

产生的酿造原料高粱的年需求量至少达到

100 万吨，而目前我省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

原料需求。以高粱目前平均每亩 300公斤的

产量来看，要满足我省两大酿品产业的高粱

需求，种植面积约需 300 万亩。这么大的原

料需求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本省原料的自

给自足，不仅能给两大酿品的品质提供第一

道保护锁，也能直接推动我省农业的高速发

展。因此，优质原粮基地建设就显得非常紧

迫。

雷振河建议，发展“山西酿品”品牌，要

紧紧抓住实施“特”“优”农业战略的机遇，推

进以高粱为主、特色小杂粮为辅的酿品优质

原粮基地建设，从源头提升山西酿造产业的

品牌效益与核心竞争力。一要对耕地进行

合理协调调度，为建设以高粱为代表的酿品

原料供应提供一定规模的原粮基地，推动山

西酿品原粮的标准化建设。二要在育种培

优方面下功夫，鼓励科研院所与企业相融

合、再发力，从根源上改善、优化品种，在有

机旱作、品种选育、功能产品开发等方面加

快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向质量型、规模效

益型转变，为推进我省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取得胜

利后“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转移，是推动经

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正

在召开的省“两会”的高频词。

省政协委员、吕梁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孙平莲认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需要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顺应广大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孙平莲建议，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要抓住养人留人根本，培养造就支撑乡村

发展人才队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核心是

乡村人才。要创造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养住

人才、培养人才的条件，激励更多优秀大学

生、城镇人才到乡村工作，加强农村干部培

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二要壮大特色产业，促进

就业增收。要引导和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使之成

为乡村发展的主导力量。要依托本地农业特

色资源，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第三

产业，推动产品和品牌、企业营销、精深加工

能力等价值链升级。三要深入开展乡村环境

整治，培育健康生活方式。村两委班子成员、

农村党员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完善规

章制度，规范村民行为，开展村民小组乡风文

明、环境卫生等评比活动，培育形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四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

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继续加大财政资金对乡

村基础设施、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建立符合

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需求的多层次、高保障农

业保险服务，推动形成城乡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养老保险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

制，提高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习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大会上强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

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作为一名团

干代表，我认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就

是要创新青年工作，凝聚青春力量，引导

全市团员青年积投身吕梁建设。”省人大

代表、团市委副书记夏韩卿说。

夏韩卿说，针对青年工作者，要锻

造“四千万精神”。要走遍“千山万水”，

围绕“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的理

念，深入到各类青年中，关注不同青年

群体的思想动态们。要想尽“千方百

计”，在青年创新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文明城市创建、推进志愿服务等方面发

挥所联系团员青年的积极作用，努力把

工作对象培养成为工作力量。要说尽

“千言万语”，和青年畅通沟通渠道，向

青年宣传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引导他们

弘扬吕梁精神，在不同岗位上建功立

业。要历经“千辛万苦”，在青年工作实

践中苦练内功。

围 绕 本 土 扎 根 青 年 ，要 引 导 形 成

“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心

态。夏韩卿讲到，要培养和增强本土青

年了解家乡、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意

识，引导他们争做家乡发展忠实而具有

活力的建设者和宣传员。围绕外来学

习工作青年，要营造“栓心留人”软环

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打造“美景何须

远方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浓厚氛围。

围绕在外优秀青年，要依托网络、电话、

短信等互动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互

动活动，传播“吕梁，一个令人向往的地

方”的吸引力，征求他们对推动家乡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起到“智力回归”的效

果。

夏韩卿表示，将“从青年中来、到青

年中去、为青年代言”，积极关心、帮助

和引导每一位青年在建设美丽幸福吕

梁的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留下美好回

忆。

省政府工作报告从总结去年成绩时

的严格落实基础教育“双减”政策，到安

排今年工作时一整段“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的硬支撑、硬手段，前后呼应、有机

衔接，形成了大力推动“双减”政策落地

落实的工作矩阵。省人大代表、离石区

东关小学校长闫晋韦说，她相信，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市委、市

政府《关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行动方

案》安排部署，吕梁的教育一定会办成人

民想要的样子。

闫 晋 韦 讲 到 ，去 年 7 月 24 日 中 央

“双减”政策落地，仅仅两个月后的 9 月

24 日，市委、市政府就出台《关于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行动方案》，创新性强、

含金量高的 13 方面 35 条硬招实招，全

面开启了吕梁教育事业的重塑性改革，

回应了 340 万老区人民多年来对高质

量教育的热切期盼，也给广大教育工作

者鼓了劲、提了神。课后服务不向家长

收费，全部政府补贴；智能电子学生证

开启了家校互联新模式；中小学（含中

职）、幼 儿 园 教 师 绩 效 工 资 总 量 增 加

20%，重点高中教师的绩效工资按总量

的 2.5 倍列入财政预算。多劳多得、优

师多得的激励制度充分调动了广大教

师的积极性。教师免费乘公交、免费旅

游、优先就诊彰显了教师荣光。闫晋韦

说，东关小学围绕落实《行动方案》，聚

焦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提高作业管理水

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大胆进行改革

创新。比如，每天上、下午各开展半小

时跑操、跳绳大课间活动，在低年级用

寓教于乐的智能大闯关取代传统纸笔

考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乐在其

中，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全社会

的共同心声。闫晋韦表示，会后，将把省

人代会精神宣传好、落实好，继续把市

委、市政府《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行动方

案》作为学校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

容，着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升教师素

养、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持续打好“双减”

攻坚落实战，不断提升学生和家长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代表委员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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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晋韦：持续打好“双减”攻坚落实战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 本报记者 李雅萍

□ 本报记者 李雅萍

康彦红：推动晋绥红色文化在文旅发展事业中焕发新生机
□ 本报记者 李雅萍

孙平莲：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付永文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
“有了天然气，一边能做面，一

边能炒菜，又省钱又省电，方

便多了。”新城壹号小区的住

户王翠兰高兴地说。日前，吕

梁东义天然气有限公司争时

间、抢速度，于 2021年 12月 29
日圆满完成新城壹号小区的

供气任务。

2021 年 11 月 30 日，吕梁

东义天然气有限公司接到上

级要求一个月内完成新城壹

号 小 区 供 气 任 务 。 随 即 ，该

公司成立以总经理蔡喜善为

项目总指挥的领导组，12 月 2
日 安 排 施 工 单 位 进 场 施 工 。

12月 7日启动小区调压站，庭

院管置换送气，实现首批 29
户 居 民 成 功 点 火 用 气 ，为 提

升“市委书记包点社区”服务

工 作 奠 定 了 良 好 的 基 础 ，树

立 了 企 业 形 象 ，赢 得 了 百 姓

口碑。

新城壹号小区是市区新

建小区，目前有住户 1260 户，

要 在 一 个 月 内 完 成 入 户 供

气，时间紧，任务重。吕梁东

义天然气有限公司总经理蔡

喜 善 多 次 深 入 一 线 ，督 促 施

工、送气进度，同时安排相关

人员在新城壹号小区举行了

《安全用气常识》和《物联表

使用》宣传活动，挨门挨户指

导 用 户 手 机 操 作 充 值 购 气 ，

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12 月

19 日送气至户内阀门前、表

前、灶具点火 1260 户，因存在

毛 坯 房 无 灶 具 、开 放 式 厨 房

未 加 隔 断 门 、壁 柜 包 裹 管 道

或 表 具 等 安 全 隐 患 问 题 ，导

致 329 户只能送气至表前；因

两户底层用户不了解燃气设

施 安 装 规 范 ，存 在 抵 制 开 启

家 中 引 入 管 总 阀 门 问 题 ，影

响 40 户居民不能正常通气。

通过面对面向两户业主宣讲

天 然 气 安 装 供 气 常 识 、讲 解

阀 门 安 装 符 合《城 镇 燃 气 设

计规范》等事项，得到用户的

理解支持后，于 12 月 29 日下

午 5 时 55 分 ，圆 满 完 成 新 城

壹号小区全部送气任务。

新城壹号小区的住户李

涛说：“吕梁东义天然气公司

从安装到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一个星期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了 ，而 且 现 在 操 作 也 挺 方 便

的，手机上就可以缴费、查询，

足不出户就可以搞定，为我们

小区做了一件好事。”

倾情服务为群众办实事 全力以赴完成供气任务

新城壹号小区1260户居民用上了天然气

农历虎年春节的脚步越

来越近，吕梁各大年货市场

也逐渐火热，为寒冬腊月增

添许多暖意。1 月 21 日，市

区兴南农贸市场的食品类摊

点，丰富多样的年货吸引了

不少市民前往选购，浓浓年

味扑面而来。 郭炳中 摄

年货年货··年味年味

本报讯 中国人寿财

险吕梁市中心支公司 2022
年 1 月份盛大启动第二届

“财宝节”。“财宝节”是“感

谢有你 强司有我——中

国人寿财险 15 周年司庆”

系列活动中的重点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体现央企社

会责任，关注客户需求和用

户体验，以客户为中心、由

客户当主角、让客户得实

惠，实现公司与客户共赢。

在中国人寿财险组织

的全国乡村振兴直播带货

活动中，吕梁交城县的沙棘

产品荣登销售排行榜，累计

邀请观看超过 6万人次，产

品销量超过 1万元大关。

财 宝 节 活 动 突 出 了

“ 财 宝 ”品 牌 价 值 ，让“ 财

宝”担当、争先、活力的形

象深入人心，将“财宝节”

打造成平台化、高情感化

的优质服务窗口，呈现公

司服务体系建设的最新成

果，塑造公司良好的市场

形象。 （李永平）

中国人寿财险吕梁市中心支公司

第二届“财宝节”盛大启动

根 据 全 省 各 地 冬 前

农作物病虫越冬基数调

查，结合近年病虫害发生

情况及气候趋势，并组织

有关专家会商分析，预计

2022 年我省农作物主要

病虫呈中等、局部偏重发

生 ，发 生 程 度 接 近 2021
年，全省农作物病虫发生

面积 1.1亿亩次左右。局

部或大部偏重发生的病

虫有：小麦蚜虫、麦蜘蛛、

白粉病、玉米叶螨、玉米

螟、双斑萤叶甲、黏虫、草

地螟、玉米大斑病、玉米

茎基腐病、马铃薯晚疫病

等。

发生概率大，范围
广，需要广大农户重点关
注的病害

小 麦 蜘 蛛 病 中 等 局

部 偏 重 发 生 ，发 生 面 积

430 万亩次；小麦穗蚜病

中等局部偏重发生，发生

面积 420 万亩次；小麦白

粉病中等局部偏重发生，

发生面积 360万亩。一代

玉米螟偏轻发生，在晋南

春玉米田以及晋北、晋中

甜糯玉米集中种植区中

等至偏重发生，发生面积

200 万亩次；玉米叶螨在

中、北部干旱少雨的地区

有偏重发生的可能，发生

面积 400 万亩次，为害盛

期 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

玉米大（小）斑病中等发

生，在忻定盆地、大同盆

地、晋中东山以及太行山

等冷凉山区种植密度大、

通风不良的下湿地偏重

发生，发生面积 500万亩；

玉米丝黑穗病在大同、太

原、吕梁、长治等地偏轻

发生，局部早播重茬低洼

下湿地偏重发生，发生面

积 150 万亩；玉米茎基腐

病在忻定盆地、太行山冷

凉地区有偏重流行的可

能。马铃薯晚疫病总体

中等，局部偏重发生，发

生面积 130 万亩；高粱蚜

总 体 中 等 ，局 部 偏 重 发

生，发生面积 70 万亩次。

苹果树腐烂病偏重发生，

发生面积 250 万亩；苹果

褐斑病偏重发生，发生面

积 100 万亩；斑点落叶病

中等至偏重发生，发生面

积 100万亩。保护地蔬菜

蚜虫、斑潜蝇、粉虱等小

型害虫中等至偏重发生；

露 地 蔬 菜 田 小 菜 蛾 、蚜

虫、甜菜夜蛾、菜青虫、粉

虱中等局部偏重发生；露

地蔬菜病毒病、茄子黄萎

病、番茄疫病、辣椒疫病、

大白菜霜霉病等中等局

部偏重发生。一代黏虫

在运城南部麦区偏轻至

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50万

亩；二代黏虫中等发生，

在晋中、吕梁平川部分玉

米田有造成严重危害的

可能，发生面积 210万亩；

三代黏虫偏轻发生，发生

面积 55 万亩。一代草地

螟在大同、朔州农牧区交

错带的苜蓿地和玉米田

有局部偏重发生的可能。

发生概率中或轻，范
围广，需要广大农户警惕
的病害

小麦吸浆虫病，偏轻

发生，发生面积 5.6万亩；

小麦地下害虫偏轻发生，

发生面积 200 万亩次；小

麦纹枯病在南部高水肥

麦田偏轻至中等发生，发

生面积 115 万亩；小麦叶

锈病偏轻至中等发生，发

生面积 130 万亩；小麦条

锈病在运城、临汾麦区偏

轻 流 行 ，发 生 面 积 30 万

亩。玉米蓟马在中南部

地区玉米苗期偏轻至中

等发生，发生面积 180 万

亩次；玉米双斑萤叶甲中

等局部偏重发生，发生面

积 300 万亩次；以小地老

虎、蛴螬、金针虫为主的

地下害虫在各玉米种植

区的沿河下湿地偏轻发

生 ，发 生 面 积 450 万 亩

次。马铃薯二十八星瓢

虫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60
万亩次；马铃薯豆芫菁总

体偏轻，局部中等发生，

发生面积 30万亩；马铃薯

病毒病总体偏轻，局部中

等 发 生 ，发 生 面 积 20 万

亩。杂粮粟叶甲中等发

生，发生面积 80 万亩；粟

灰螟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50万亩次；谷子黑穗病总

体偏轻，局部中等发生，

发生面积 20万亩；谷子白

发病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50 万 亩 ；谷 瘟 病 总 体 偏

轻，局部中等发生，发生

面积 50 万亩。果树白粉

病 中 等 发 生 ，发 生 面 积

150 万亩；果树炭疽菌叶

枯病在部分果园偏重流

行 ；苹 小 卷 叶 蛾 中 等 发

生，发生面积 150万亩次；

果树蚜虫中等发生，发生

面积 200 万亩次；果树金

纹细蛾中等发生，发生面

积 150 万亩次；果树叶螨

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250
万亩次；桃小食心虫偏轻

至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60
万亩次。保护地蔬菜瓜

类白粉病、黄瓜霜霉病、

叶霉病、番茄疫病、病毒

病、苗期病害、枯萎病中

等发生；暴发性害虫草地

贪夜蛾受外来虫源影响

较大，幼虫在南部夏玉米

区仍以点片零星发生为

主。东亚飞蝗偏轻发生，

局部有出现高密度蝗点

的可能，发生面积 19万亩

次；土蝗在大同、朔州、忻

州、吕梁、太原偏轻发生，

发生面积 137万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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