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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渡村的三大革命，既是厕所革命、污

水革命、垃圾革命，也是思想革命、标准革命、

科技革命。”柳林县薛村镇军渡村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负责人王岩介绍说。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离不

开有效的治理措施。柳林县薛村镇军渡村地

处黄河东岸，与陕西吴堡县隔河相望，素有

“晋西门户”“黄河古渡”之称。独特的地理位

置，对村里的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

保证一泓清水入黄河的重要一环。为了防止

污水进入黄河，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军

渡村认真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党

建引领，一体化推进“厕所革命、污水革命、垃

圾革命”，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改善人居

环境，乡村环境综合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乡风

文明建设不断推进，走出了一条乡村治理的

有效途径。根据村里的地形情况，按照排污

数量和程度，将全村科学合理地划分成 4 个

区域，分区域布设小型集成化污水处理设备，

充分利用原有管道、沟渠，将污水就地处理，

有效改善了军渡村生态环境。

在柳林县军渡村，引进了 HAOB 智能化

污水处理设备，工作人员通过对设备进行巡

检和水样提取，每周至少进行一次采样巡检，

确保达标排放。军渡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负责人王岩说：“军渡村的污水处理设施，

我们是结合军渡村的实际情况，因陋就简，不

搞大拆大建，通过‘大分散、小集中’的项目实

施方案，最终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处理，实

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军渡村坚持治标治本两手抓，在处理污

水的同时，开展“垃圾革命”，以乡村环境卫生

治理为抓手，积极打造生态宜居的人居环

境。军渡村以实现“垃圾不出村，打造无废乡

村”为目标，实施乡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体

系。村里为每家每户发放了餐厨垃圾分类垃

圾桶，建立起了乡村垃圾分类中心，在实现垃

圾日产日清的同时，还通过积分制等方式培

养村民垃圾分类的好习惯。薛村镇军渡村村

民刘小丽说：“自从村里提供了生活垃圾回收

服务后，不用再为扔垃圾烦心了，既节省了时

间，也节省了精力。咱们的生活垃圾回收后，

积分可以累积，用积分还可以兑换咱们很多

的生活用品，像米面油等日常用品。”

与此同时，军渡村还大力推进“厕所革

命”，从源头上治理污染源，有效带动全村人

居环境整体提升。通过治理污水、垃圾、厕

所，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融为一体，推动乡村振兴，让军

渡村既美了“面子”，也改善了“里子”。如今

的军渡村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依托优越的人文自然资源，大力推进

以黄河旅游、温泉康养为龙头的乡村游，走出

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发展之路，让昔日的

古渡口焕发出了时代的新活力。

展望未来，薛村镇军渡村第一书记高永

强信心满怀，“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千万工程’经验，围绕四大旅游主题、六项功

能区，充分利用军渡村特有的区位优势，盘活

生态林、温泉、古村落等资源，将军渡村建设

为宜居宜业的黄河康养未来山村。”

汾阳市贾家庄村包装产业园由该村投资建设，占地

面积 26 亩、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约 1.4 亿元。

2021 年 8 月 28 日正式开工，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交付使

用。该园区以服务好“杏花村汾酒”特色专业镇为依托，

着力激发市场活力，适应民生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助力

贾家庄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 高茜 摄

“我家是专业养牛的，牛肉质量特别好，

每年出栏 8头左右，有需要牛肉、牛奶的朋友

请联系我。”数字乡村建设的热潮中，兴县狮

子洼村村民蔡买善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在自

己的一户一码上发布了宣传信息，来来往往

的游客只要扫一扫贴在墙上的二维码就能看

到他发布的信息，这为他增加了不少商机。

让蔡买善能发布农产品销售信息、行使监

督权利、给村干部提出意见建议的平台，是兴

县蔡家会镇狮子洼村近年来倾力打造的数字

乡村建设中“一户一码”的主要功能，这个由狮

子洼村“两委”会直接管理运行的平台，借助村

数字化管理后台，为群众搭建了农产品销售渠

道和发声平台，不仅提升了村“两委”服务群众

工作质量，还成为助力群众收入增长，保障村

民知情权、发言权和监督权益的“利器”，有效

增强村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

“一户一码”只是该村数字乡村建设的冰

山一角。在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成为发展大

趋势的时代背景下，该村抓住被列为吕梁市

数字乡村建设示范村的发展机遇，在数字化

乡村建设平台中，结合村情实际，突出智慧党

建、智慧农村、智慧农业三大服务功能，涵盖

了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民

生数字化、人居环境数字化、乡村安全数字化

等模块。在此基础上，创新开发“一户一码”

和“一村一码”，实行两码同步，在县行政审批

局的支持下，借助县行政服务中心便民服务

窗口，实现互联网端口对接，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打通了乡村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镇党委、政府授权下，镇便民服务中心

借助狮子洼‘一村一码’平台履行镇所属各行

政村便民服务职能，通过小程序端为村民提供

各项便捷服务，设置宣传、广告栏目，传播党和

政府方针政策，宣传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为

农民群众及时提供农业生产技能知识和经济

信息，还能随时听到全镇村民的各种不同声

音，提升两级干部的工作效能，密切了干群关

系。”狮子洼村驻村干部王贵旺介绍说。

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蔡家会镇中心小

学也借助数字化平台，通过远程教育、在线课

堂，共享到市级优质教学资源，解决了偏远山区

儿童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难题。为全面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针对当前农村老年人

多的现状，在狮子洼开展试运行的基础上，下半

年，蔡家会为全镇老弱病残及孤寡老人创新开

发了一键报警装置和视频问诊功能，通过数字

化管理平台为村内危重病人做出指导和抢救，

保证了农村山区老年人医疗服务到村到户。

“乡村振兴，数字赋能。下一步，我们计

划进一步融合兴县住建局、应急管理局、民政

局、卫健局、文旅局等服务应用，增加农村住

房登记、应急巡查走访、乡村旅游等服务内

容，同时。引入市场资源，结合乡村文旅、乡

村产业运用新的互联网运营模式，持续调动

村民参与积极性，让数字化建设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劲动力。”王贵旺说。

本报讯 （记者 梁瑜） 中阳县组织山

西腾宇生物有限公司、玉林农牧有限公司等

农牧企业互相协作，在暖泉镇实施“订单农

业”助力增收，共帮助青楼村农户销售玉米、

土豆、核桃共 94470元，获益脱贫户达 34户

74人，消费脱贫户土豆、小米、羊肉、辣椒等

农产品共计 16590元。这是 2023年中阳创

新政策推进农副加工业发展的一组数据。

聚焦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

阳县创新各项优惠措施，实施农业市场主体

提升行动，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推动政策、资

金、技术等要素向龙头企业集聚，支持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迅速壮大，全面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该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14.5 万

亩，其中包括玉米、谷子、豆类、薯

类、蔬菜类等其它小杂粮，年总产量

可达 2200万公斤；奶类总产可达 144.7吨，

农产品资源丰富、门类齐全、开发潜力巨大。

黑木耳产业是新型朝阳产业，为推动

中阳黑木耳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实

现黑木耳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该县出台《中

阳县黑木耳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和《中阳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奖补办法》，并

印发《中阳县 2023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实施方案》，对以黑木耳为主的食用

菌及特色农业发展出台了相应促进办法。

该县 4家银行机构相继出台“木耳贷”

政策 139名种植户贷款 4562.84万元；农业

保险全覆盖，共完成黑木耳入保 3844.1 万

棒，核桃投保面积 76007亩；推出生猪价格

险，全县生猪共入保 77468头。

中阳县还大力发展乡村 e 镇、农村电

商、农村快递等新业态，构建“产业+电商+
配套”生态，推进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

体系贯通发展，实现行政村寄递服务全覆

盖，目前乡村 e镇已全部建成投运。

加强高校农产品供应基地和涉农高校

科研合作基地建设，力争培育 2 个产地农

产品集配中心。10 户农产品销售商入住

832 电商平台，大力开展线下农产品销售

活动。积极组织开展政府主导、企业、农户

参与的订单农业。

同时，该县通过农产品收购奖

补、产业发展贷款贴息、农产品品牌

创建奖补、壮大农业新型主体等，助

力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提速增效。

柳林县军渡村

乡村治理有实招 焕发振兴新活力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兴县狮子洼村

振兴路上加速前行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中阳县

政策创新撬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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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2023 年，我市市场监督管理系

统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各类专

项整治活动，以专项整治构筑

特种设备安全底线，确保所有

在用特种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完成 2023年度特种设备常

规监督检查计划任务。按照时

间节点全面完成 1177家特种设

备生产使用单位检查任务，其

中检查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9家，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1168家。

组织开展全国两会期间特

种设备安全交叉检查。市市场

监管局抽调各县（市、区）局业

务骨干 39名，成立 13个检查组

开展全市交叉检查，检查特种

设备生产使用单位 265 家，检

查整改问题隐患 741 条，下达

安全监察指令书 213 份，查封

设备 3台（套）。

开展锅炉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重点对使用单位的安全管

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无遗漏、无

死角检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落实，督促企业加强特种设备

规范管理，严格落实监督检验、

定期检验、登记使用、操作人员

持证上岗等安全要求。

开展全市化工企业危险化

学品相关特种设备安全检查。

检查全市涉及化工产业转移项

目企业 21家，特种设备 468台，

压力管道 23.8523公里，压力管

道 0.21 千米，发现整改问题隐

患 9条，整改率 100%。

开展高层建筑电梯安全大

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全市摸排高层建筑电梯使

用单位 994家，高层建筑 2487栋，在用高层建筑电

梯 9179台，检查发现问题隐患 1572条，已完成整

改 1559条，剩余 13条正在整改中，整改率 99%。

开展全市市场监管领域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全市摸排燃气气瓶充装单位 75家，燃气气瓶 11万

余只，城镇燃气压力管道 742公里，责令限期整改

气瓶充装单位 23家、城镇燃气压力管道使用单位

4家，共检查整改问题隐患 180条。

开展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全市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21800人

次，检查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 4200 家次，排查

整改问题隐患 3086条，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

令 630份，立案 13起，罚款 181.3万元。

全
市
市
场
监
管
系
统

以
专
项
整
治
筑
牢
特
种
设
备
安
全
底
线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本报社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南西路 68号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分公司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9858 全年订价：540元

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 宣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