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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提升妇

女领导干部和妇联干部的政治素养

和履职能力，推进全县家庭教育工

作，交城县妇联携手县委党校举办了

为期五天的妇联干部专业化能力提

升培训班。在培训中，参训妇女干部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对今后的工作更

加充满信心。

培训班内容涵盖了党的二十大

精神宣讲、家庭教育、了凡四训、形

体 礼 仪 、最 美 家 庭 心 得 分 享 等 方

面。特别是在形体礼仪课上，授课

老师通过现场演示与互动体验相结

合的方式，从如何使用正确仪态、善

用肢体语言保障女性健康、提升女

性魅力等方面，传授了女性职业礼

仪的内涵和塑造良好形象的技巧；

通 过 站 姿 、坐 姿 、走 姿 的 展 示 与 矫

正，帮助参训学员们树立正确的形

体观念；通过展示温婉、优雅、大方

的仪态仪表，让参训学员们明白了

仪容、仪表、仪态对政务人员的重要

性以及礼仪在社会交往与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不仅可以改变自身形象，

改善家庭关系，更有助于建立和睦

融洽的人际关系。

此外，学员们还前往革命教育基

地吕梁方山于成龙廉政文化园，接受

红色革命理想信念教育，以拓宽知识

储备，激发工作思路。

通过这次培训，交城县妇联积极

营造了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提升的

学习氛围，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了

巾帼力量。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将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妇联工作及

其他事务性工作中，用言传身教影响

身边的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更好的

榜样。 （冀美丽）

本报讯 初冬的中午，天气暖洋

洋，气温宜人。家住交城县龙门

社区的武大娘早早就收拾好

家里，悠闲地向小区的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走

去，听说今天中

午 又 要 吃

包 子 ，

儿

女

们 都

不在跟前，

还 能 吃 上 一 顿

美 美 的 肉 包 子 ，武

大娘心里乐开了花。

武 大 娘 来 到 餐 厅 的 时

候，已经坐了不少老年人了。她

将饭卡交给工作人员，然后就坐在桌

前和大家聊着天、听着戏。不一会儿，热

气腾腾的包子和面汤就端了上来，柔软筋

韧的外皮，新鲜美味的馅料，再加上暖暖

的面汤，老人们吃得不亦乐乎。冒着热气

的包子，升腾而热烈，不仅把美味包在了

里面，更把老人们的幸福和安康包在了里

面。

“这里的饭菜非常可口，而且每

天都有不同的饭菜，工作人员的

态度也很好，我们也不用排

队打饭，最重要的每顿饭

都能吃饱、吃好，心

里 感 觉 暖 暖

的。”武大娘

一 边 吃

着

饭

一 边

高兴地说。

午饭过后，

武大娘就会来到她

的“社交圣地”，打麻将、

打扑克、看下棋、练书法，业

余生活丝毫不比年轻人差，在这

里她也认识了一帮“老闺蜜”，大家每

天聚在一起，有时候一待就是半天，非常

热闹。

87 岁的武大娘是交城天宁镇窑底村

的村民，本以为这辈子就在大山里度过一

生，谁曾想，没几年功夫，就搬出大山，摇

身一变成为城市新居民，虽然 5个儿女都

不在身边，但武大娘的生活却是一点也不

孤 单 ，吃 饭 有 人“ 陪 ”，打 麻 将 有 人

“陪”，晒个太阳还有人“陪”，日间

照料中心的这群“老伙伴”和

社区的“小伙伴”早已经

成了她的家人。

“ 在 这 里 我

一 点 也 不 孤

单 ，每 天

吃 得

好 、

睡得好、

玩 得 好 ，比

在 村 里 好 太 多

了，真的庆幸我们能

享受到这么好的政策。”

武大娘开心地说。

2020 年，交城县建起了龙门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便民食堂，

同时积极整合现有资源，配备爱心超市、

老年人书法棋牌活动室、卫生服务站、农

家书屋、全民健身广场、志愿服务岗等，老

年人活动场所总面积达 1000 余平方米，

为老年人提供安心、诚心、舒心的一站式

服务。

“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每天的饭菜荤素

搭配，营养均衡，目的就是让老年人吃

得放心，吃得开心，同时，老人们

在一起有共同语言，一起打打

麻将打打扑克，聊聊天，

每天很开心，他们在

这里可以找到自

信和肯定，切

实 提 高

了 老

年

人 的 获

得 感 、幸 福

感和安全感。”龙

门 社 区 日 间 照 料 中

心负责人牛福科告诉记

者。

目前，日间照料中心已经成

为小区老年人最爱来、想来、盼来的

幸福之地。下一步，龙门社区将继续实践

探索日间照料中心发展新模式，以老年人

“所思、所想、所需”为切入点，持续提升服

务能力，创新活动模式，逐步打造“宜居、

宜养、宜乐”的幸福养老社区，持续做好易

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

（司瑞东）

本报讯 又是一年丰收季，遍地金黄

稻花香。近日，交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的

近百亩稻田喜获丰收。成片的稻田阡陌

纵横，稻穗密实，颗粒金黄。一阵金风吹

过，放眼望去，稻浪翻滚，遍野稻香，村民

们收割作业的身影穿梭其中，与金色的稻

田相映成趣，丰收的喜悦奏响了乡村振兴

的奋进曲。

记者看到，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

一茬茬稻穗被卷入机械中，切割、脱粒、吐

秆、装车一气呵成。村民们则是弯腰躬

背，手持镰刀熟练地割稻，现场一派繁忙

的丰收景象。

沃 野 平 畴 穗 金 黄 ，五 谷 丰 登 米 满

仓。“今年的这水稻长势良好，颗粒饱满，

今年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望着堆满晾晒

场的稻米，73 岁的村民张增美早已喜上

眉梢。

交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党支部副书

记任吉栓介绍说：“今年的亩产能达到

1000斤左右，按现在的市价算，每斤大米

6 元，一亩地至少收入 6000 元，90 多亩地

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50余万元。”

西社镇米家庄村地处文峪河河岸，

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气候条件，使得该村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

年 代 ，就 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水 稻 种 植 基

地。2022年，村里人拾起了老祖宗的“铁

饭碗”，将村口的“乱石滩”整治成了一

片水稻田，并运用“稻养蟹、蟹养稻”的生

态养殖方式开始种植水稻，经过一年的

经营发展，这块稻蟹综合养殖基地已日

益显现出优良的发展势头。今年以来，

米家庄村乘势而上，依托优势条件，大力

整治闲置耕地，把这些闲置田、撂荒田开

发成为水稻良田，积极推动“沉睡地”变

“丰收田”，进一步扩大了种植面积，推动

了水稻种植的规模化发展。“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推动撂荒地的复耕复种，继续

扩大水稻种植面积，进一步助推村集体

经 济 发 展 ，带 动 更 多 的 村 民 走 上 致 富

路。”眼见水稻种植的成效一年年显现出

来，任吉栓对于往后的发展也有了更大

的信心和动力。

近年来，交城县西社镇聚焦乡村振

兴战略，努力打好“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和“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组合拳，整

治撂荒耕地，做大稻蟹基地，积极推进产

业振兴，整个乡村正逐步发生着看得见

的变化。

“下一步，交城县西社镇将全面加强

组织领导，压紧靠实工作责任，以点带面，

聚焦稻蟹养殖这一优势产业，继续推进剩

余撂荒地整治，积极推动稻田种植规模化

升级、产业化发展，带动周边村庄更多农

户发展稻蟹共生综合种养，让村民们的饭

碗端得更牢、填得更实，让乡村振兴成色

更足、底色更亮。”西社镇党委书记杨文辉

表示。 （范英哲）

本报讯 11 月 9 日，吕梁市第一

期基层网格员实地培训班在交城县

正式开班，并同时举行了实训基地揭

牌仪式。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委政法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闫玉萍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

闫玉萍在讲话中指出，举办全

市首期网格员实地培训班，是着力

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做好新形势

下 网 格 化 服 务 管 理 工 作 的 现 实 需

要。她希望，广大网格员要在一线

实践中融会贯通学习培训内容，积

极响应网格员倡议，切实增强职业

荣誉感和自豪感，亮明身份、践行承

诺，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逐

步从被动盲目服务向主动按需服务

转 变 ，真 心 实 意 为 群 众 办 好 事 、实

事，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以“小网格”实现“大作为”，努力打

造 一 支 素 质 过 硬 、管 理 规 范 、有 朝

气、接地气的网格铁军。

揭牌仪式结束后，80 余名来自

13 个县（市、区）政法委和综治中心

的相关负责人，以及镇、村、社区网

格员代表，先后参观了交城县综治

中心、洪相镇成村综治中心、天宁镇

综治中心、天宁镇西街社区、天宁镇

迎宾小区。通过实地看、听汇报、查

资 料 的 方 式 ，观 摩 学 习 了 强 化“ 网

格+智治”，推进网格智能防控建设、

强化“网格+矛调”，健全网格评理说

事机制、强化“网格+警务”，融合网

格 警 格 综 合 治 理 、强 化“ 党 建 + 网

格”，提高网格党建引领、强化党建

引领，统筹网格、物业、业主、志愿者

多方力量，构建新时期小区社会治

理新格局等方面的基层治理情况。

此次培训让全市广大网格员充

实了新知识、更新了新观念、开拓了

新视野，在基层综治工作、网格员业

务、网格化服务水平等方面得到了及

时“充电”，进一步提高了业务素质和

岗位技能，为全市有效提升基层社会

治理效能作出了贡献。 （司瑞东）

本报讯 11 月 8 日上午，交城县委书

记刘旋率队访问了山西财经大学。就县

校合作相关事宜与该校党委书记丁耀武，

党委副书记、校长田祥宇等校领导进行深

入沟通交流后，双方共同签署了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此次合作将涵盖人才培养、智

库合作、招商引才、品牌塑造、乡村振兴、

教育事业等多个领域，为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

持。

“山西财经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底蕴

深厚、学风浓郁、理念先进，是兴学育才的

荟萃之地。此次县校合作之旅，既是贯彻

落实省委关于深化省校合作工作的具体举

措，也是深化校地合作、双方优势互补、实

现互利共赢的战略选择，对于加快高校科

研成果转化、推动交城县产业发展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意义。”座谈交流中，交城县委

书记详细介绍了交城县的县情概况、产业

结构特点、县校合作需求等情况，表达了在

专业人才培养、产业转型攻关等方面的合

作诉求，对过去双方保持密切、良好的合作

关系表示赞赏。刘旋表示，真诚希望合作

双方能够以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在乡村

振兴、品牌塑造、教育资源共享、推进人才

引育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务实合

作，全力谱写共享共赢的县校合作新篇章。

“山西财经大学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形成了以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法学为

优势和特色，经、管、法、理、工、文等协同

发展的学科体系。在开放合作方面，学校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和服务山西

发展，省校、校地、校企、校校合作都呈现

出崭新的局面。”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丁耀武对刘旋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衷

心希望合作双方依托各自资源，发挥彼此

优势，找准合作契合点，创新合作模式，提

升合作层次，打造县校合作新亮点，培育

县校合作新特色，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努力为交城县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双方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既是“党政正职访名校”的具体行动，

也是扩大人才“朋友圈”的重要举措，更是

优势互补共赢未来的战略选择。双方将

以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共建

“智库合作基地”，以工商管理学院为主

体，发挥学科优势，围绕交城高质量发展

开展课题研究、对口帮扶；共建“校友招商

引才基地”，汇聚校友信息，组织校友及团

队开展系列活动，共同促进校友资源项目

落地家乡；共建“红色教育和国情教育基

地”，以交城红色资源为平台，组织大学生

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共建“高校优质生源

基地”，深入推进协同育人，建立定向输

送、订单培养等机制，陆续开展学术讲坛；

共建“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政企校三方

共建平台，结合岗位需求，协调多方资源，

开展特色实习实训。

签约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了宣传片《交城再出发》，并参观了学校校

史馆和晋商博物馆，充分了解了该校七十

余载峥嵘岁月及光辉成就，表示将借助山

西财经大学各方面优势，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实现校地双方共赢发展。

“科技驱动发展，人才引领未来。山

西财经大学作为一所省属重点综合性大

学，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教育资

源。当前，交城县正围绕实现‘转型引领

出新路、挺进全省第一方阵’目标开展

各项工作。这次县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

既是校地双方面向未来共谋发展的一项

战略选择，也标志着交城县‘产教融合、校

地合作’建设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交城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慧文说。 （安豪）

吕梁市基层网格员
实训基地在交城县揭牌

交城县与山西财经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交城县龙门社区

餐餐幸福加码 生活向好而行

交城县妇联

传递“她”风采
凝聚“她”力量

充电蓄能促提升 助力巾帼绽芳华

树礼仪形象 展巾帼风采

交城县西社镇米家庄村

又是好“丰”景 遍野稻花香

便民食堂便民食堂
棋牌活动室棋牌活动室

稻田飘香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