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1 版）建立轮岗坐班、联动化

解、分析研判、学习培训、巡回督查、

经费保障等六项运行制度，加强了县

乡村三级调委会的纵向联动，强化了

职能部门间横向联系，提高了矛盾纠

纷调解员业务素质。采取月申报、年

度兑现方式，按照县级专职矛盾纠纷

调解员不低于 2000 元/月，乡镇（街

道）、村（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员工资、

补助不低于 1000 元/月发放补贴，有

效激发了专兼职调解员的工作积极

性。截至目前，全市“一站式”调解中

心建设投入费用为 1967.3万元，落实

人员经费 546.34万元、以案定补经费

213.837 万元。六步闭环运行提质。

各层级调解中心建立完善了矛盾纠

纷排查研判、接待受理、分流转办、调

处化解、跟踪回访、案卷归档等六步

闭环工作流程，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从

接案受理、梳理、研判、分流、指派、协

调化解到督办回访，从文书制作到结

案归档，从矛盾排查到稳控措施落实，

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实现一套标准管

全程，不断提高矛盾纠纷化解质效。

三级联动化解增效。各级调解中心强

化责任意识，村级调解中心能化解的

及时化解处置，对难以化解的较大矛

盾纠纷，经村党组织分析研判后移交

流转至乡级调解中心，乡级调解中心

仍化解不了的复杂矛盾纠纷，移交流

转至县级调解中心，真正落实“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吕梁实现县乡两级“一站式”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全覆盖

风劲势起奋楫先 笃行实干潮头立
（上接1版）

举旗定向，风劲扬帆。吕梁上下

盯紧目标、同心同向，以只争朝夕的

昂扬斗志、干则必成的信心决心，全

面唱响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主旋律。

目前，全市生猪出栏产能达到 567 万

头；肉牛存栏 51 万头，饲养量稳居全

省第一；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 1.45亿

棒，香菇、木耳生产规模均为全省第

一；杂粮种植面积 152万亩、占全省的

16.2%；完成红枣、核桃、沙棘等经济

林提质增效 50余万亩；马铃薯种植面

积超过 57 万亩，形成“土豆种植—土

豆花—土豆—土豆宴”和“土豆+文

旅”的全产业链。预计全市县级以上

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全年完成 438 亿

元、增长 15%以上。

服务业产业链：
抢抓机遇 擦亮城市新名片

从“五一”前后开始，吕梁的旅游

热度伴随着气温迅速上升。漫步在青

石砌墙、灰瓦覆顶的离石区王营庄文旅

小镇，可以见到游客三五结伴、闲庭信

步，享受着远离城市喧嚣的慢时光。乡

村 e镇直播间内，主播们卖力地推介着

种类丰富的农特产品；科创研学馆里，

VR、模拟飞行等互动式展品在孩子们

心中埋下了科学的种子；美食街上琳琅

满目的美食唤醒着沉睡的味蕾……

“听说村里要发展旅游，我就放下

原来的生意赶紧回来，把自家的院子

改造成个农家乐，没想到生意还不错，

最忙的时候，每天晚上十一二点才能

休息，假期和大型活动期间，饭馆月收

入可达 5万元。”说起王营庄文旅小镇

带来的变化，村民刘四四喜不自胜。

将刘四四拉进“幸福的烦恼”的

“文旅快车”，既有着近年来国内文旅

产业火热发展的大势所趋，更与我市

努力将古村落、生态环境等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积极谋划打造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努力息息相关。

在立足地域特色，不断打造“爆

款”的同时，我市加快推进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投资 363.8亿元，实施了

31个文旅建设项目，启动了 100个乡

村旅游重点村建设，临县孙家沟、中

阳神圪垯、离石大东沟、孝义临水村

等一批特色村庄已经成为市民休闲

旅游的度假胜地。

现代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

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去年以来，我市

深入挖掘资源、人才、产业优势，锚定

“美丽幸福吕梁”建设目标，抢抓现代

服务业发展机遇，锲而不舍推动文旅

康养、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吕梁山护

工、数字经济等服务业，快速融入时

代发展大潮，串点成线，连线成链，以

崭新的面貌刷新着外界对于吕梁的

认知，持续擦亮这座城市的新名片。

“我干了五年，能赚 20多万元，对

家庭的帮助确实挺大，两个孩子上大

学都是我出钱，助学金贷款都是我还

的。”在北京北航家属院内的一个单元

楼内，“吕梁山护工”王改平，每天需要

负责雇主的饮食起居，虽然辛苦，但回

想起自己参加“吕梁山护工”培训以

来，身上发生的一系列曾经不敢想象

的变化，心中有了不小的成就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吕梁

山护工”是我市持续多年打造的一个

劳务品牌，如今已成为了一张享誉全

国家政服务业的靓丽名片。去年，我

市对培训学员继续实行包吃、包住、

包就业，免除服装费、体检费、保险

费、学杂费、教材资料费的“三包五

免”政策，帮助一批又一批农村劳动

力掌握专业技能，走出吕梁山。

秉承“诚信、勤劳、专业”的吕梁

山护工，把老区人民淳朴、善良的优

秀品格带到大城市，用爱心、耐心服

务千家万户，为城市家庭带去温暖和

帮助。同时，也用双手扭转了自己的

人生、改变了全家的命运。

乘势而上，聚势而强。在持续打

造完善服务业链条的过程中，我市还

着眼长远，紧跟“数字中国”战略，全

力实施大数据产业市场主体培育行

动，加快打造大数据创新生态、产业

生态和应用生态。在推动成立吕梁

信创研究院，与华为、百信、麒麟软

件、东方通、人大金仓等 25 家核心信

创公司展开全方位合作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快吕梁经开区数字经济产业

园建设，成功申报省级数字经济产业

园，引进 360数字安全科技集团、盘石

集团等头部企业，新增大数据企业 39
户、总量达 85户。其中 9户获得国家

高新技术认证，2 户获评省级研发机

构，取得软件著作权 197 件、21 件专

利，1户企业在“晋兴板”挂牌。

奋进新赛道，澎湃新动能。以打

造五个服务业重点产业链为支撑，我市

现代服务业在政策与市场的联合推动

下，正在汇聚起强劲的发展动能。“黄河

一号”旅游公路实现主线贯通，建成

282个农村寄递物流网点，实现行政村

全覆盖；汾西荣欣、临县林家坪、岚县通

宝、昌泰三交东、吕梁北等 5个铁路专

用线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实物网

络零售额 17.84亿元，同比增长 43.8%；

吕梁山护工累计培训总人数超过 10万

人。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预计

2023 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662.1 亿

元，增速排名全省第三。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铆足干劲

的新时代吕梁人，在持之以恒打造

“985”重 点 产 业 链 中 练 本 领 、见 真

章。一条条思路、一个个愿景，变成

各级干部群众扎根热土、奋力攻坚的

火热实践，在通往美丽幸福吕梁的航

道上千帆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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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子璇

2月 22日，位于兴县蔡家会镇的兴县

山花烂漫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里一派忙碌景象，机器轰鸣声不绝于

耳。公司总经理贺虎平一边捂着耳朵，一

边大声打电话：“我在生产车间，这里噪声

大，您要的货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发出

……”说话间，贺虎平小跑着出了车间。

“顾客要年前就定好的一批包装杂

粮。我们一过年就提前备货，否则根本

忙不过来。”贺虎平说，“现在人们生活水

平提高了，对绿色、有机、品牌农产品的

消费理念加深了许多，去年公司获得了

‘圳品’证书，有了这些‘高级身份证’，以

后咱们特色农产品的前景就更加广阔

了。”

贺虎平一语道破了农产品的品牌驱

动作用，要想产品核心竞争能力，品种和

品质无疑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为了探索

特色产业开发和农民增收的新思路、新

途径，我市农业部门不断问情于百姓，问

计于企业，问需于市场，从做产品到建品

牌，从搞科研到抓市场，采取多种手段不

断推动农业特优产业上档升级，一大批

农产品逐步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像兴县

山花烂漫、晋绥农林牧，文水野山坡等企

业这些都成为我市品牌发展雄师中的领

军代表。

在全面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品牌强农”战略的引领下，我市不断突出

品牌培育重点，不断夯实品牌发展基础，

农业品牌意识极大增强，品牌效益明显

提升。去年以来，我市积极推动绿色、有

机、“圳品”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新认证

28 家企业 49 个产品，续展 19 家企业 31
个产品。培育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

新农产品、晋品等特优品牌 45 个，富硒

鸡蛋、黑小米 2个产品入选“全国特质农

品”名录。同时还建成汾阳瑞优、山西马

一芳 2 个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

地，出口农产品金额 2.19亿元。

打造品牌，让农产品出圈出彩，同样

也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先进

的农业科技可以帮助农民生产出质量更

好、更安全的农产品，同时还能够提高技

术水平和效率。我市与山西农业大学吕

梁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开展杂豆

品种选育鉴选、大豆品种选育增密技术、

谷子抗除草剂品种选育、高粱立体种植

栽培模式等 4 项联合科研攻关，开展良

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发展研究，解

决增产关键技术瓶颈。试验田文水玉米

亩产 1058公斤、汾阳市玉米亩产 1038公

斤、孝义高粱亩产 763公斤，创高产试验

最高纪录；文水早熟马铃薯创亩产 4846
公斤的高产纪录。汾阳谷子每亩节约成

本 210-240 元，方山糯玉米亩产值 2330
元，柳林粮菜间作模式亩产值高达 4726
元，起到了良好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我们将持续聚焦‘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整合市内外科技力量

和品牌资源，全面谋划推进今年工作，进

一步提升吕梁特优农业竞争力。”市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高级身份证”让特色农产品精彩“出圈”

新 春 时 节 ，方 山 县 北 武 当 镇 韩 庄

村田园里景区吸引周边县市众多游客

前往游玩，游客在这里放慢脚步，穿越

粉红长廊，享民俗风情、赏和美乡村，乘

坐观光小火车游览景区全貌，玩转游戏

嘉年华，共度美好春节，带动乡村旅游

发展壮大。 侯利军 摄

□ 本报记者 梁瑜

资讯经济

2 月 17 日，同程旅行发布《2024
春节假期旅行消费报告》。报告显

示，春节假期，返乡探亲和休闲度假

需求叠加，引爆新一轮旅行消费热

潮。在长达 8 天的假期里，不少游客

选择前半程返乡探亲，后半程出门旅

行。其中，山西过夜旅客大幅增长，

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100%，主要

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7倍。

春节假期，国内返乡探亲和休闲

度假出游均增长显著。同程旅行数据

显示，春节假期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

火车票、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过 3
成。返乡客流高峰早在春节前夕开启，

节中 2月 13日至 14日则出现新一轮假

期出游的客流小高峰，一些旅游资源丰

富的县级城市酒店预订火爆。景区门

票预订高峰同样出现在节中的 2月 12
日至 14日，山西五台山拜财神、青岛栈

桥喂海鸥等旅行方式引爆社交网络。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山西全省过夜旅客大幅增长，山西酒

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100%。春节期

间，山西返乡探亲人群的“老家游”和

外省长线游需求旺盛，全省各大景区

客流量大增，山西主要景区门票预订

量同比增长近 7 倍，比较热门的景区

有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雁门关、皇城

相府、平遥古城、山西黄河壶口瀑布

旅游区、鹳雀楼、云冈石窟等。

春节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主要

有重庆、成都、西安、北京、上海、广

州、昆明、长沙、杭州、深圳。其中，西

安和长沙作为今年春晚分会场，节中

旅游热度上升较为明显，热度排名有

明显上升。 据《山西晚报》

春节假期山西主要景区
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倍

吕
梁乡村行乡村行··看振兴看振兴

一排排高科技大棚错落有致，一朵朵

黑木耳鲜嫩欲滴，新春时节，在中阳县心

言黑木耳园区里，构成了靓丽动人的风景

线，撑起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一片蓝天。

中阳地处吕梁山麓，高海拔、低纬度、

昼夜温差大，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这里产

的木耳自然是接近天然、光泽黑亮、肉厚

细腻、筋道耐嚼、口感滑爽、胶质丰富。经

过多年运作，黑木耳已经成为中阳高质量

发展的一张金名片。

中阳县抓住时代机遇，紧扣木耳产业

发展优势，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延伸全产

业链，发展高附加值的黑木耳精深加工产

品，持续研发出木耳醋、木耳酱、木耳多糖

等独具特色的黑木耳食品和保健品系列

产品，“中阳山宝”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也

在不断提升。

目前，中阳农业企业共有 21家、合作

社 491个，其中省市级以上专业合作社 40
余家，从事农产品加工企业及合作社 13
家。为推动以黑木耳为重点的农产品加

工产业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

黑木耳全产业链发展，中阳出台《中阳县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奖补办法》《中阳县统

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和

《中阳县农业保险全覆盖工作方案的通

知》，对以黑木耳为主的食用菌及特色农

业发展出台了相应的奖补办法。

继续实施“木耳贷”政策，推行木耳保

险全覆盖，2023年共有 4家银行机构出台

“木耳贷”政策，139名种植户（或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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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能繁母猪入保 1624
头,育肥猪 42171头，肉牛入保 1827头，吕

梁保种黑山羊 800只。

以黑木耳产业为带动，开展农产品品

牌建设类奖补，对“两品一标”认证中获得

绿色、有机农产品证书的企业进行奖补，

标准为 7万元、8万元，每多认证一项产品

增加 1万元，对获得区域性特色农产品证

书的奖励 7万元，对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证书的机构，每认证一个产品，奖补

10 万元，获得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一次性奖补 5 万元，主导或

者参与制定省、市级标准的，奖补 3万元。

壮大新型经营主体，着力补齐农产品

加工短板。大力实施农业市场主体提升

行动，推动政策、资金、技术等要素向龙头

企业集聚，培育 8 户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

等发展脱贫人口参与度高的保鲜、贮藏、

分级、包装等农产品产地初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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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 e镇目前已全部建成投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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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去年以来，我市

坚持将抓实就业帮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落

实就业政策、抓实重点人群就业、夯实公共服

务等举措，进一步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

持续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在各类招聘会

现场、经办窗口设立政策服务区、政策咨询服务

点，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就业指导和政策服

务。同时，组织零工市场、就业服务队等工作人

员深入全市村（安置点）开展集中走访入户活

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拓宽劳动力输出渠道。

扎实有序推进补贴发放。全面摸底脱贫

劳动力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稳岗补助发

放情况，建立工作台账，简化补贴发放流程。

针对长期在外务工、领取补助不便的脱贫劳动

力，在本人承诺的基础上，组织驻村帮扶干部、

乡村干部、网格员全流程提供代办服务。

精准实施职业技能培训。针对就业培训

不精准问题，开展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就业人

员大起底和就业培训需求大排查活动。围绕

十大平台、“985”重点产业链、专业镇培育及数

字经济等领域和服务业复苏发展需求，对有就

业意愿的劳动力、易地搬迁群众针对性开展吕

梁山护工、缝纫工、电工等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规范乡村公益性岗位设置。对光伏公益

岗位设置情况进行全面起底排查，完善细化光

伏公益岗位管理办法，剔除一人多岗，杜绝虚

设岗位、目录繁多、变相发钱、人岗不适、一人

多岗问题。截至目前，全市核定光伏固定岗位

9大类，涉及98个乡镇、1419个村、66个移民安

置区，固定岗位设置 28481人（其中脱贫户、监

测户 18479人）;临时岗位用工 44374人（其中

贫户、监测户21677人）。

加大公共就业帮扶服务力度。积极开

展春风行动、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活动、民营

企业月等招聘活动，同步提供政策宣传解

读、岗位归集发布、人岗精准对接、职业指导

和权益保护等多样化就业服务。全力推进

“公益性零工市场县县全覆盖”，并依托零工

市场、就业工作服务站等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对大型安置区开展专项帮扶，累计提供

岗位 10288个。

我市将强化政策扶持、职业培训、职业

指导、生活保障联动，支持就业困难人员灵

活就业和自主创业，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

我市多措并举助力群众端稳就业“饭碗”

黑木耳加工引领中阳县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薛力娜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