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记 者 韩
笑） 1 月 11 日，“初心永

驻 赓续荣光”吕梁市干

部荣誉退休仪式在吕梁

社区港举行。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张欣宁出席仪

式，市政协副主席、市委

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

副 部 长 刘 晓 春 主 持 仪

式。2023 年下半年以来

到龄退休的市级干部、县

处级干部及基层干部代

表，市委组织部、市委老

干部局、市人社局有关负

责同志、荣退干部所在单

位代表参加。

仪 式 上 为 退 休 干 部

颁发了《退休纪念册》和

《退休干部服务手册》，4
名退休干部代表作了退

休感言，退休干部所在单

位代表作了服务承诺。

张 欣 宁 代 表 市 委 向

各位荣退的干部致以崇

高的敬意，表示衷心的感

谢，送上诚挚的祝福。他

说，晚年好，关键是国家

好。退休干部几十年艰

辛付出，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

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

值得广大在职党员干部

心怀感恩、对标学习。夕

阳红，首先是党旗红。大

家要做到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发挥优势、躬

身入局、贡献余热，共建

美丽幸福吕梁。老当益

壮，重要是身体好。做好

生活角色和方式转换，保

重好身体，陪伴好家人，

回归好社会，真正老有所

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张欣宁出席“初心永驻 赓续荣光”
吕梁市干部荣誉退休仪式

本报讯 （记者 康桂芳） 党的二十大

报告着眼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近年来，临县城庄镇

对照吕梁市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六

条路径和典型案例，结合临县山区乡镇等

实际，城庄镇党委因地制宜，通过典型分

析，进行积极多元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

走出了一条符合城庄实际的发展之路。

“联村党建”模式，促进乡村抱团发

展。该镇充分利用党建引领优势，由涉及

园区建设城庄村、小马坊村、太平村三村成

立的联合党委，按照“地域相邻、整合资源、

互利互补”原则，统筹土地资源和区位优

势，帮助园区企业（合作社）实施主体流转

土地 1060 亩，建成城庄千亩食用菌园区，

实现多渠道增收。城庄村、小马坊村、太平

村成立联村党委，信息联通、资源共享、项

目联建，抱团发展，投入资金 6000余万元，

建成大棚 600 余座，产值达 8600 余万元。

1200 户 群 众 获 得 土 地 流 转 收 益 153.7 万

元，带动 800余名群众务工，平均增收 7000
元，三个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 20余万元。

党建聚“链”赋能集体增收。该镇积极

探索“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企

业）+农户”发展模式，在阳宇会村菇隆农

牧业有限公司和小马坊村万丰农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成立党小组，将武家坪、阳宇会上

城庄等 14 个村组的集体资金 470 万元注

入，既帮助企业融资，又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带动 8个行政村集体年增收 28余万元，

菇隆和万丰 2个企业均成功晋升为山西省

农业龙头企业，带动 500 余名群众平均增

收 8000元。

“引凤还巢”，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

水。该镇建立生产经营大户、各类技术人

才、外出创业成功人士、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有影响力的人士等四种类型，共 178
人的镇村两级人才库。去年成功回引 11
名创业青年，分别投资 300 至 3000 余万元

发展食用菌产业，探索了“外出务工开眼

界，返乡创业惠乡邻”的城庄成功实践。大

力培育“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羊

肚菌栽培户刘兰平被中国乡镇企业协会食

用菌产业分会认定为中国乡村菌业专家，

流转城庄村集体土地 300余亩发展羊肚菌

产业，带动 8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 10000元，

村集体增加收入 23万元。

盘活“沉睡资产”，探索“新能源+就

业”，破解移民村后续发展难题。武家坪行

政村下辖 5个移民自然村，几年来，搬迁群

众人地分离两头跑，带来了诸多不便。城庄镇积极争取 100兆瓦

光伏新能源项目落地，流转搬迁群众土地 2100余亩，村集体土地

42 亩，搬迁群众每年土地流转收益 193 万元，户均增收 1 万余元，

村集体每年增收 4万余元。光伏项目的实施还为群众提供了 50多

个就业岗位，确保了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实现了

企业、群众、村集体三方互利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

组织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着力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

题，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临

县城庄镇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的决策部署，在县委、县政府和

各相关部门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举全镇之力打造出了全国

产业强镇、打造全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探索走出了乡村高质量发

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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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洋
通 讯 员 赵良琼

离石区

保障食品安全 当好治理“排头兵”

论坛三农

近日，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发布《预制菜》《预制菜生产加工卫生规

范》两项团体标准，其中首次提出“复原

率超过70%”这一指标，引发关注。

“复原率”是指预制菜的口味与

堂食现制菜品的相似度能到几成，专

业评分人员根据口感、质地、味道、色

泽等感官特征，对预制菜和现制菜分

别进行综合评分，二者评分的比值百

分率即为复原率。

口味复原程度为何需要明确标

准？以梅菜扣肉为例，有的品牌做的

是川味，有的品牌做的是甜口，爱吃

甜口的消费者买到川味梅菜扣肉时

就会觉得“翻车”“踩雷”。而对复原

率标准进行约束后，企业在生产中将

有标可依，消费者也能买到口味稳定

的产品。

其实不只是复原率，预制菜产业

标准体系中还有一些环节亟待完善。

目前业内已先后出台近 200项相关标

准，但还存在标准约束力不足、部分标

准缺失、标准交叉覆盖等问题。

因此，要在进一步明确预制菜定

义、范围以及相关管理原则的基础

上，明确不同品类预制菜的原材料、

加工工艺、储存、冷链运输等方面标

准，对风味复原、营养成分、食品添加

剂使用、微生物控制、标签标识管理

等进行规范，同时充分考虑现有标

准，避免重复和错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原料不

标准，产品和口味就没办法标准。中

国烹饪技术繁多，不同原料、不同工

艺都会影响最终口味的呈现。预制

菜标准化的实现，归根结底还要靠技

术水平的提升。要加大科技投入和

创新力度，提升原辅材料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水平，补齐农产品深加工设备

短板，把手艺变工艺，提升预制菜产

业发展水平和带动能力。

据《农民日报》

预制菜产业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民以食为

天，食以安为先。保障食品安全，既是造

福人民的民生工程，也是捍卫吕梁对外

形象的重要窗口。离石区全面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积极践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

求，以创建国家级食品安全城市为引领，

奏响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冲锋号”，当好

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排头兵”。

强化三级监管，以深度思想认识严

密食品安全组织领导。离石区现有常住

人口 45.6 万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共计

3920户，全区餐饮体量大，流动人口多，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责任重

大，为此，该区不断完善健全“分层分级、

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

制，以包保督导为抓手，进一步压紧压实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主体责任，纳入考核重点，严格责任

追究，强化智慧监管，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区、乡、村三级食品安全

监管责任体系，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立体化的区、乡、村食品安全监管队

伍，确保全年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责任

事故。

严控“四个关口”，以高度负责的态

度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严把源头治理

关。大力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引

导鼓励企业申请绿色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持续开展“你点我检”，查问题，促整

改，保安全。严把生产保障关。按照国

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规范生产管理，控制

工艺操作，推动标准化生产。严把流通

有序关。聚焦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批

发市场、大中型超市，严格落实进货查验

和索证索票制度。严把餐饮健康关。紧

盯学校食堂、夜市烧烤摊点等高风险餐

饮单位，开展重点管控和专项整治。目

前 ，全 区 83 家 学 校 食 堂 实 现“ 明 厨 亮

灶”。

凝聚五方力量，以广度宣传矩阵构

建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健全部门联合执

法机制，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做到

力量到位、联动到位、工作到位。通过公

交站台、微信抖音等发布平台，加大食品

安全示范创建宣传力度，努力形成“政府

引导、部门实施、企业配合、媒体宣传、群

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建共治良好局面。

鹿鼎山梅花鹿养殖基地位于中阳

县暖泉镇河底村落家坡小组，周围环境

优美，山水相依，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

是梅花鹿繁衍生息的天然牧场。该基

地养殖梅花鹿 130 余头，总占地面积 2

万多平方米，配套建设有鹿产品展览

室、业务用房、养殖培训基地等，是我市

规模最大、存栏量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基

地。该基地用好用活乡村振兴政策，积

极探索致富产业，力争带动村民发展特

色养殖，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鹿”。

记者 张文慧 温宇晗 摄
图为梅花鹿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拌匀草料图为梅花鹿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拌匀草料。。

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 宣宣

2024年伊始，太阳悄悄从云层后露出脸来，给朵

朵白云镶上了美丽的金边。晌午，石楼县罗村镇张家

沟村的王宝旺特意穿了一件新衣服，忙着把刚包好的

饺子倒进锅里，合上锅盖。窗外，儿子王俊虎正坐在

电动轮椅上捣鼓着，被冬日的阳光照得闪亮。

“那是神农科技集团驻村工作队给送过来的，新

的，电动的，有了它，我家俊虎出动方便多了，这不，

又在院子里熟悉上了。”74岁的王宝旺告诉记者，自

从老伴病逝，他就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这孩真是可

怜，小小的年纪就一身病，银屑病、脑梗……把孩都

折磨得站不起来了，前几天神农科技集团的董事长

来看他，见他坐的个破旧的手动轮椅，当场就嘱咐工

作队给他送个电动的，方便他出来进去，人家真是有

心了！”

今年 33岁的王俊虎，身上有着年轻人的蓬勃朝

气，却因疾病被困在了轮椅上，让人由衷的心疼。

“病嘛，也是没办法的事，这几年，镇里和工作队都

在帮我，一年最低生活保障金也有 6000多元，还有特

困人员救助金、特困监护人补贴……家里还有小 10亩

地，一年的收入也够我们父子俩生活了。”说起家里享

受了的政策，王俊虎向记者坦言，“这几年，要是没党

和政府的帮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是我拖累我爸了，

不过，好在我还年轻，慢慢的锻炼，积极的配合治疗，

身体肯定会好点的，到时候，我爸也能轻松一些。”

听着儿子的心声，王宝旺很欣慰，拉着记者的

手，动情地说道：“是啊，这几年党和政府对我们真是

点点滴滴入心间，你看看，我这件新衣服就是县里的

副书记王芳让人给我送来的。”

原来，王芳几天前来到王宝旺家入户，走后没几天，王宝旺就收到

了一件崭新的冲锋衣。“那时我才知道，那是王书记看到我穿的衣服袖

口破了，特意嘱咐乡镇的工作人员给我送来的。”身为一名老党员王宝

旺十分感念，“真是没想到，王书记真是细心……”。

在王宝旺的感慨中，热气腾腾的饺子被端上了桌，围在饺子前，王

俊虎打开手机给记者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驻村工作队簇拥着父子两

个，还没等说“茄子”，会心的笑容就已经偷偷爬上了每个人的脸上……

王宝旺希望新的一年家人们能够收获更多的生活“小确幸”，致富

“大欢喜”。

本报讯 （记者 张娟娟）“杂粮、

饲料、牛羊美，肥料、糕品、酒和水”，

地处岚县东北部的顺会乡是岚县小

杂粮的重要产地。近年来，全乡坚持

种植、养殖、加工协同推进，全力打造

“特色种植—加工转化—生态养殖—

有机肥料”融合发展的农业循环经济

链。

顺会乡着力打造有机旱作农业、

有机绿色蔬菜、设施农业“三类”特色

种植业，形成有机旱作农业种植 8000
亩，带动 262 户脱贫人口户均年增收

700 元；建成有机绿色蔬菜、设施农业

大棚 69 栋，种植业年增收可达 32.6 万

元。全力推动猪、牛、羊“三大”规模养

殖，形成 13个规模养殖项目，带动 207
户群众发展庭院经济,目前生猪存栏

18000 头 、牛 存 栏 1500 头 、羊 存 栏

15000 只 ，脱 贫 群 众 年 增 收 可 达 到

73.85 万 元 。 配 套 有 机 食 品 、饲 草 饲

料、有机肥料“三类”加工产业，形成加

工企业（合作社）8个，饲料、纯粮酒、小

杂粮、矿泉水等加工产业一体推进，

“顺会黍子”糕品系列食品加工项目全

面启动，打造“顺会黍子”“顺会谷子”

“特”“优”小杂粮品牌，带动 32 名脱贫

群众本地就业，狠抓干部、人才、文化

“三维带动”强化组织保障，全覆盖开

展两轮农村党员轮训，深化“五员融

合”全科网格治理体系，在全乡连续 3
年开展孝老敬亲“好媳妇”和“优秀大

学生家庭”表彰活动，以家风促民风带

社风，移风易俗引领乡村善治新风尚,
激发了基层治理新活力。

2023 年以来，全乡落地 8 个产业

项目。种植业方面，会河沙棘、顺会

糯玉米、北白家庄辣椒种植项目已全

部验收完工，增收效果明显。牛湾子

村蔬菜大棚配套设施项目正加紧建

设。养殖业方面，于湾村新西兰优质

兔养殖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建成后

预计年出栏 10 万只新西兰优质商品

兔，年纯收入 120 万元，为 20 余名务

工人员人均年增收 2.5 万元，带动周

边 37 户发展庭院经济。加工业方面，

“顺会黍子”糕品系列食品加工项目

已 完 成 可 研 、勘 界 及 立 项 等 前 期 工

作；顺会王家洼纯粮酒、饲料加工项

目，北白家庄辣椒加工项目厂房已建

设完工。

产业之花遍地开，无限生机绽沃

野。顺会乡党委书记李锐生表示，将

持续鼓励支持本乡本土企业拓展规

模、优化布局，持续延伸种植、养殖、小

杂粮加工产业链条，积极推行村“两

委”主干领办产业项目，为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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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顺会乡

发展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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