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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吕梁市纪委监委开设投诉举
报监督专线，专门受理对公职
人员在服务企业和群众中不
作为、慢作为、推诿扯皮、吃拿

卡要等问题的投诉举报。投
诉 举 报 电 话 0358-8253111 和
0358-8223111，也可拨打 12345
政 务 服 务 热 线 ，邮 箱 llstszx@
163.com。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

受理。

中共吕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
2023年5月8日

吕梁市纪委监委关于开设营商
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的公告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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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4月 16
日，市长张广勇深入汾河吕梁文水

段开展巡河调研。他强调，推进汾

河流域生态保护，是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

举措，要高质量推动汾河百公里中

游示范区吕梁段项目建设，不断强

化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扎实做好治

污、防汛、美化等工作，让汾河水量

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文水段

全长 28.8 千米，通过实施堤防生态

化改造、滩槽整治、景观绿化等多项

工程，着力改善河道生态环境。经

过前期一系列工程的实施，该段水

质量显著提升、水环境明显改善。

觅食嬉戏的野鸭子、波光粼粼的河

水、绿意盎然的河道两岸，为汾河增

添了一道美丽的生态风景线。

在工程现场，张广勇沿河堤一

路前行，认真察看水质水量、河道

环 境 ，详 细 了 解 水 生 态 修 复 和 保

护 、防 洪 能 力 提 升 等 情 况 。 他 强

调，实施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项

目建设，是全面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质量的关键之举、治本之策。要统

一思想、压实责任，不断加快施工

进度，持续加大河道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力度，落细落实各项水环境治

理措施，确保河道长治久清。要严

格管控各类污染源，巩固提升水污

染防治成果，着力改善周边环境，

实现水清、岸绿、景美。要深化河

湖长制，扎实开展河道专项清理工

作，不断提升防洪能力，推动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书写好治水兴水

的“吕梁答卷”，助力实现“一泓清

水入黄河”。

张广勇在汾河吕梁文水段巡河

兴县

抓好春耕 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保持在54万亩以上

每天一到饭点，中阳县每个村（社区）

的老年食堂内总是热闹不已。整洁的餐

桌，热腾腾的饭菜，消毒碗柜等配套设施一

应俱全，65岁以上的老人陆续来到餐厅，围

坐在桌前，高兴地吃着荤素搭配、营养健康

的可口饭菜，享受着“饭来张口”的幸福。

在暖泉镇乾村，74 岁的刘润龙大爷手

捧一大碗面条，哧溜哧溜吃得舒爽。“土豆

片炒肉，西葫芦炒鸡蛋，青椒木耳溜肉片

……这么好的饭菜，中午 2元、下午 1元，我

们一天才出 3元钱。”老人笑着对记者说。

在过去，吃饭是让刘润龙大爷犯愁的

事。年迈的他常常是“煮一锅饭吃一天，炒

两个菜管三餐”。而刘润龙老人的“吃饭

难”，也是不少农村留守老人的难题。

如何让这些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

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

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中阳县从最小处入手，从最实处做起，

去年以来，探索实施“千万养怡”助老项目，

通过打造城市中心养老院、打造城市社区老

年餐厅、打造行政村日间照料中心、打造行

政村幸福小院、打造自然村好邻居助老小

院，为全县 82个行政村（社区）、13个社区、

36个自然村的 65岁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

独居老人及生活困难老人等提供助餐、助洁

等服务，全力打造养老服务亮点和品牌。

“覆盖千沟万壑，惠及千家万户，我们

通过政府投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出一

点，子女交一点，社会捐一点解决资金难

题，让老人们尽享养怡之福。”中阳县民政

局局长任建忠一语道出“千万养怡”助老项

目的内涵。

在科学评估、因地制宜的基础上，中阳

县通过不断创新模式、方法和机制，让所有

的老人都能在家门口吃上一口营养美味的

热乎饭，更能够让年轻人放下后顾之忧，为

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按下了“快进键”，有效促进了乡村治理。

开火起灶——
村村建起老年食堂，解决留守

老人吃饭“难题”

“海贵，今天又给老人们吃啥好的？”

“熬大烩菜、黄米油糕！”

清晨，热闹的叫卖声划破暖泉镇的寂

静，乾村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员李海贵穿

过集市，满载归村。随着车停在村委大院，

大家纷纷围上来帮忙。

绿盈盈的大白菜、新鲜的青椒、白嫩嫩

的豆腐、米面豆油、鸡蛋……大家一边聊着

天，一边忙着卸货。

得知今天吃油糕，不少老人一大早就

赶来帮忙捏糕。临近晌午，厨房内倏起的

火焰毕毕剥剥，渐热的油锅滋滋作响，两名

养老护理员将捏好的黄米糕挨个下入油锅

中，不一会，金灿灿、外皮酥脆的黄米油糕

香味扑鼻。

“我们这群老人越活越有滋味！”老人

们爽朗地笑着，吃着热腾腾的饭菜不约而

同地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顺利推进

行政村幸福小院工程建设，中阳县在过去村

日间照料中心的基础上，每个村补贴运营资

金 1万元，冬季取暖补贴 5个月，每月 7元一

平方米，在能满足老人一日两顿饭的同时，

还配备了洗衣机、理发室，优先选聘 2名脱

贫户为养老护理员，为全村 65岁以上单身

和 70岁以上的 40名老人提供服务。

“从过去每天一顿饭，增加到一天两顿

饭，中午两荤两素 2 元钱，下午一荤一素 1
元钱，老人们一天只需自己出 3 元钱就可

以吃得很好。”从乾村党支部书记武爱忠口

中得知，“千万养怡”助老项目启动以来，老

人们从过去的吃饱变成了如今的吃好。

在离乾村较远的自然村前岔沟村，同

样有 15位这样的老人。与乾村不同的是，

这些老人都在邻居张元汝家吃饭。

张元汝家便是乾村村委选中的“好邻

居助老小院”——对于像前岔沟这样距离

较远的自然村庄，中阳县采取“好邻居助老

小院”模式，通过财政一次性补助 5000元，

用餐服务按照一人一天 15 元的标准进行

补贴，有效解决了偏远村庄老人的吃饭难

题。2023 年 12 月底，全县 36 个自然村的

“好邻居助老小院”全部运行起来。

“今天准备吃啥？”

“炒土豆丝，蒸馒头。”张元汝笑呵呵地

揭开了蒸笼。

随着蒸笼里冒出的热气越来越盛，馒

头的香气逐渐弥漫屋子的每一个角落，蒸

笼下面，一大锅南瓜小米粥熬得翻滚。对

于前岔沟的老人，这是家的味道，更是幸福

的味道。

干净利落、富有爱心。这是武爱忠选

择张元汝家作为“好邻居助老小院”的理

由，也是中阳县在解决自然村养老服务“最

后一米”的必要条件之一。

“元汝就像我亲闺女，去年我过生日，

她专门做了‘搓长齐子’，祝我长命百岁。

冬至、过年给我们做肉饺子。”闲谈间，75岁

的王富香大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众人拾柴——
倾心守护，让老年食堂办得起、

办得久、办得好

一天五、六元钱，就能吃到这样好的

饭，老人们起初心里犯嘀咕：这样的好事

情，长久得了吗？

在宁乡镇南街社区，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主任杨勇直言，由于场地、经费、人员

的局限，要运营发展好老年食堂并不简

单。

步入南街社区，青墙灰瓦的小院内，靠

南的三间平房便是老年餐厅所在。“南街社

区是我们县最大的社区，65岁以上达到条

件的老人将近一千人，对于这么大的社区

而言，如今的场地略显局促了。”杨勇略显

无奈。

虽说有了起锅架灶的地方，县城的老

人对饭菜的样式、口味都有一定要求，谁来

给老人做饭，又成了南街社区的难题。

中阳县民政局局长任建忠肯定地说：

“小食堂折射的是大民生，我们办老年餐

厅，不光是办得起，办得久、办得好才是最

终的目标。”

为 破 解 养 老 服 务 资 金 难 题 ，中 阳 采

取“五个一点”，即政府投一点、集体补一

点、个人出一点、子女交一点、社会捐一

点，2023 年中阳县财政预算养老服务资

金 1800 余万元，制定并严格落实运营补

贴、取暖补贴、就餐补贴等政策。农村社

区养老机构每年补贴 5.5 万元，行政村养

老服务机构每年补贴 1 万元，有光伏电站

收益或其他村集体收入的行政村，可对

养老食堂的运行再进行补贴，老年人或

其子女可通过以月以季缴费或用自种农

产品按市价折抵等方式，支付老年人就

餐费用等。

在县政府划拨运营经费 5.5万元，社区

承担餐厅的房租、水、电、取暖等支出后，南

街村村委委员任二平主动承担起社区老年

餐厅的经营。根据城里人的口味，食堂厨

师制定了多种菜谱，饭菜基本天天不重样，

满足老人各种需求。“我们尽量将饭菜做得

软烂一些、清淡一些，符合老年人口味的同

时还要求色香味俱全。让这热乎乎的‘烟

火气’既暖胃又暖心。”

对于餐厅的经营，杨勇也有着长期的

规划：“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民生项目资金

和政府财力大包大揽，必须有自身‘造血’

功能。尝试着在饭菜口味上下功夫，在满

足老人就餐的同时进行对外营业，这样才

能持续长久地办下去、办好。”

在武爱忠微信中，1 月 20 日的一条朋

友圈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一条关于乾

村千万养怡助老捐助的倡议。

这正是在政府投一点、集体出一点、个

人出一点的基础上，中阳县各镇村（社区）

还通过发动乡贤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尊老爱

老助老，出钱出力，奉献爱心，积极参与，切

实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加快基本民生向

品质民生的转变。

乾村爱心捐助倡议发出后，很快得到

了驻村企业、父老乡亲、驻村帮扶单位的积

极响应。你捐一万，我出三千，我捐 40 公

斤猪肉、他捐 20 公斤羊肉……涓涓细流，

汇聚成海。

“短短几天，就收到了 15.58 万元的捐

款，太出乎我预料了！养老是全社会共同

的责任，政府和社会形成合力，众人拾柴火

焰高。”武爱忠动情地说。

（下转 2 版）

从“舌尖”到“心尖”
——中阳县“千万养怡”助老项目打造幸福养老的“吕梁样板”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春暖花开，眼

下正是春耕春管好时节，兴县各乡镇农村

积极投入到春耕备耕生产中，农民们不负

春光、抢抓农时，田间地头呈现一派“人勤

春来早”的景象。

在兴县交楼申乡孙家崖村的田埂上，

一辆翻耕机来回奔忙，种植户王原平穿梭

在田间，正忙着播撒玉米种子。“我有 20多

亩地，种的高粱、玉米、土豆，每年开春，乡

政府给我们技术指导科学种田，这几年，国

家的惠农政策一年比一年好，我们种地的

积极性也提高了许多。”王原平说。

随着春意渐浓，兴县农业部门立足“早”

字，超前谋划、精心部署，抓实抓细农民培

训、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春耕备耕各项工

作，扎实有序推进春耕生产各项工作，奋力

跑好农业生产“第一棒”。据了解，今年，兴

县将着力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层层分解

细化目标任务，全力投入春耕生产，持续稳

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保持在

54万亩以上，粮食产量保持在 2亿斤以上。

当前正是农资采购高峰期，在街头许

多农资经营门店可以看到，各类春耕所需

的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产品整齐地堆放

在货架上，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销售

人员一边讲解种子培育、打理的注意事项

和方式方法，一边忙碌着称重、打包。农资

销售点负责人说，随着天气回暖，最近每天

都会有许多农户过来购买农资产品，这也

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大家认

真挑选，都希望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兴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县已储备谷子种子 100吨，玉米种子

188吨，高粱种子 75吨；储备尿素 1000吨，

二铵 400 吨，碳铵 500 吨，配方肥 8450 吨，

有机肥 7560吨，备货品类齐全。农业部门

将持续对种子、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

进行实时调度，全面掌握各类农业生产资

料的数量、质量以及管理等情况，以确保全

县春耕备耕农资供应精准到位。

为提升农户种植积极性，及早落实种植

计划，确保丰产丰收，兴县还组织乡村干部

采取发放各类惠农政策宣传资料、张贴标

语、建立微信群等方式，加大种植结构调整、

粮食直补、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宣传和

引导，调动农户及经营主体的种植意向和农

资准备，在全县掀起春耕备耕热潮。

图图①①为在中阳县郝家岭村为在中阳县郝家岭村，，村民在村民在““幸福小院幸福小院””里欢聚一堂里欢聚一堂。。

图图②②为在中阳县城区幸福养老中心为在中阳县城区幸福养老中心，，吕梁山护工正在悉心吕梁山护工正在悉心照料老人照料老人。。

记者记者 阮兴时阮兴时 摄摄

①①

②②

本报讯 （记者 李亚芝） 近年

来，市总工会把户外劳动者爱心驿

站建设作为工会组织“为民办实事”

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从职工多样

化需求出发，积极融合多方资源，扎

实推进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

设。截至目前，采取共建、联建、自

建等方式，投入建设及管理运营资

金 400余万元，建成县级以上户外劳

动者服务站点 185 个，累计服务交

警、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户

外劳动者群体约 18 万人次。 2023
年被评选为全省“百佳工会驿站”的

有 10个，“百佳站长”9个。

加强领导，高起点谋划。市总

工会将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纳

入工会总体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先

后出台《工会爱心驿站建设方案》

《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建设实施方

案》，在服务站点建设原则、建设方

式、建设标准、运行管理、评价考核

监督等方面做出具体要求。及时动

员部署，加速推动落实，定期跟踪站

点建设进度。同时，在站点建设过

程中，与共建单位协商，提出指导性

意见，及时发现、推广各县（市、区）

总工会在爱心驿站建设过程的经验

和做法，确保驿站建设顺利进行。

典型引领，高标准设计。因地

制宜，广泛拓展建设模式，探索建立

“政府有关部门、银行系统、社会组

织、企事业单位及爱心人士积极配

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共同建设、

共同运营、共同管理”的五种驿站建

设模式。全市各级爱心驿站在设计

上结合服务对象的特点将驿站建设

的基本要求和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期望有机结合起来，在设计规划

上既考虑现实注重可行性，又展望

未来体现高水准，除将必须具备的

功能全部规划进去以外，还突破了

原有的局限性，使服务功能更加精

细，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统一规

格，严格遵循六有标准，即有统一的

标识名称、有合理的站点布局、有健

全的服务设施、有完善的服务功能、

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电子地图查

询；用心、用情、用力，做精做实驿站

的各项工作，拓展各类特色服务，为

广大户外劳动者和市民提供更丰

富、更贴心的服务。

区域带动，高质量建设。以经

济总量为核心，以服务人群为重点，

通过片区引领、区域带动的方式高

质量推进吕梁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与周围整体格局协调融合。将孝

义、汾阳作为平川片区的领头雁。

孝义市总工会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打造暖心组织工会目标，出台了

《关于开展“工会为我筑暖巢”活动

的通知》，按照节约资源、方便职工、

一室多用、辐射城区的原则统一布

点。汾阳市总工会按照“试点先行、

以点带面”的原则，积极协调社区、

银行、执法大队、车站等单位支持、

参与驿站建设，扎实推进户外劳动

者爱心驿站创建工作。离石区作为

吕梁市府所在地，常住人口接近 60
万，其中有 3万多名户外劳动者。区

总工会紧紧围绕“点燃爱、奉献爱、凝

聚爱、传递爱”的工作理念，在城区内

建设爱心驿站 60 余个，每批驿站建

成后均邀请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进

行挂牌，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挂牌五

批，实现了爱心驿站城乡全覆盖，城

区五分钟爱心圈。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将进一步扩大站点覆盖面、加大宣

传力度、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周到细致

的服务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敢进来、

愿进来、想进来，使爱心驿站成为全社

会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的桥梁纽带，

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群众的又一个暖

心阵地，成为城市文明的新地标。”

“爱心”不停歇“驿站”很暖心
市总工会扎实推进爱心驿站建设

4月 16日，行人和车辆通过绿树掩映、花团锦簇的市区滨河南西路。

目前正值春暖花开，吕梁市区街头不同品种的花争相怒放、姹紫嫣红，

既扮靓了城市，也愉悦了路人。 记者 郭炳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