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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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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走进临县 100MW“农光互补”

光储一体化光伏发电项目现场，一排排

蓝色的光伏电板像鱼鳞一样呈方阵排列

着，仰角面向天空，高效捕捉着太阳的能

量。而在这些光伏板下，一片片大豆苗

长势喜人，将原本荒凉贫瘠、杂草丛生的

撂荒地变为源源不断输送绿电、为民谋

福的“宝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正成

为当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深入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重

大使命。作为曾经的贫困大县，临县借

力全国新能源发展契机，引进 100MW 农

光互补光储一体化光伏发电项目，大力

发展和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作为临县

建设的单体装机容量最大的新能源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 5.5 亿元，分布在城庄

镇武家坪村和白文镇中庄村、赤普浪村、

郝家甲村，占地 4000余亩，于 2023年 8月

31 日成功并网发电。目前，项目已经进

入竣工阶段，正在进行收尾工作，每年可

提供 1.5 亿度至 1.7 亿度的绿色电能，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9910.5吨。

“临县光照条件较好，属于二类光照资

源区，水平面辐照量可达到 1582.9kwh/㎡，

这是我们选择把光伏项目落户到临县的

一个最主要原因。”项目经理张超介绍，

我们还采用了国内先进的双面双玻光伏

太阳能板组件，可从两面接收阳光，让每

一寸阳光都发挥它的价值。

为了实现土地的复合利用，100MW
农光互补光储一体化光伏发电项目通过

向村集体租赁原本利用率低下的坡地建

设光伏发电项目，并实施“棚上发电、棚

下种植、农光互补”的绿色发展合作模

式，将光伏发电设备架高到 2.5 米，既利

用光伏板实现了太阳能发电，又给下方

种植的农作物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适度

的光照，一地两用，阳光共享。同时，通

过电池板遮阳的效果，使地表水蒸发量

大幅度减少，改善了项目区微环境，带来

双向效益。“光伏板建设完成之后，我们

将流转的土地交由专业的农业公司统一

进行规范性、标准化种植，加大技术投

入，全面提高产量。”张超说。

吕 梁 润 农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就 是

“农光互补”项目板下种植的承载方，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薛波介绍：“从今年开

始，在均衡农作物对光照需求的基础上，

我们通过土地改良、种植优化等措施，进

一步提高光伏项目区域土地的生产潜

力。明年，我们计划种植比较耐阴的艾

草、丹参、黄芩等中药材，让光伏板下的

土地得到更充分的利用。”薛波说，“农光

互补”模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实现耕地增值，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

收，最多的时候用工量可以达到七十人。

当昔日的撂荒地正逐渐变成产出效

益的“良田”，村民们切身体会到绿色能源

给他们带来改变，带来绿色发展、充满希

望的新生活。“过去这里是低产旱地，以前

种玉米一亩的收益最多六七百元，作物单

一、收益也低，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愿意

耕种了，附近村民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现

在好了，现在大家不仅有光伏用地流转

费，部分村民还能在电站务工，增加收

入。”今年 64岁的李有生是南沟村村民，之

前主要经营着自己的 14亩耕地，以种植玉

米、大豆为主。“过去种地每亩地除去种

子、化肥、除草等成本，一年到头，剩不了

几个钱。”自从光伏项目建设后，李有生先

是将自己的 14 亩土地流转出去，每年有

12600元土地流转费收入，同时来到光伏

电站打起了零工。“去年项目建设产生了

大量的岗位，我来这里工作了 5个多月，挣

了将近三万元。”提起光伏项目给他生活

带来的变化，李有生笑得合不拢嘴。

“光伏项目占武家坪村的 2500 亩土

地，是流转的易地搬迁农户的闲置土地。

易地扶贫搬迁后，武家坪村下辖的寨上村、

南沟村、西新舍窠等三个自然村的村民统

一搬迁到 20公里以外的湫水柏林苑社区，

耕种土地新居旧地两头跑，给村民带来诸

多不便。项目落地后，村里与企业签订了

土地流转协议，土地流转费为每年每亩 900
元，流转年限 26年，户均增收 1万余元，这

也成为了众多村民的生活保障钱。”提及

光伏项目给农户带来的增收点时，临县城

庄镇副镇长、湫水柏林苑社区党委书记王

雁感慨道，“项目建设期间，不少村民参建

挣劳务收入；项目建起来后，附近村民参与

种植农作物，实现一份土地多份收益。”

板上有光伏，地上有产业，企业能发

展，周边能务工，这就是临县走的光伏+
产业的新能源综合发展路子。目前，全

县仅光伏发电项目就已经覆盖 23 个乡

镇，总装机容量达到了 300兆瓦。新能源

产业，正成为临县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亮

点。“目前，临县光伏项目年发电量可达 4
亿度，年收入达 2.5亿元，可解决 11000多

人就业。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动华能

国风 200MW 智慧风力发电项目、中润盛

和临县 1000MW 分散式微风发电项目等

开工建设，着力将临县打造成为全省重

要的新型能源基地。”临县项目推进中心

主任秦继明说道。

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通讯员 武志雄）“春风劲吹百

花香、城乡一派新气象，移风易俗结硕果、乡村振兴大变化

……”近日，在中阳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室，中阳县移风易俗

文艺小分队的队员们正在排练刚刚创作完成的音乐快板

《移风易俗伴我行》。

为进一步宣传移风易俗政策，引导干部群众强思想、转观

念，弘扬文明新风尚，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深入人心，中阳县统

筹全县宣传文化文艺骨干力量，抽调各机关和行业协会热心

热爱文艺工作的人员，组建移风易俗文艺小分队，常态化开展

“一结合五深入”文艺宣传活动。文艺小分队紧密结合传统节

日和各类纪念日，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项目工地、社区住

宅、机关学校，以小型表演的形式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宣传。

“文艺来源于人民，创作于生活，我们通过日常演出和

走访了解，选取身边的事、身边的人，编排接地气的作品，力

求做到思想深刻、教育为先、有血有肉，把文明新风传递到

基层一线，千家万户。”小分队编剧任旺旺边指导排练，边对

总体策划、节目编排、场地设置、人员组织等关键事项进行

安排，确保演出一场、成功一场。

紧密结合移风易俗宣传主线，文艺小分队通过对身边

人、身边事的深刻演绎，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宣传新时代文明风尚，营造主旋律高扬、正能量

充沛的生动局面，推动干部群众文明观念转变、社会风气好

转、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平提升。

线下活动如火如荼，线上推进也有声有色。中阳县坚

持线下线上同步发力，在全县主流新媒体平台开设“移风易

俗我来说”“移风易俗知识问答”“移风易俗视频展播”“讲文

明树新风”等专题专栏，今年累计发布推送移风易俗信息

120余条。清明节期间，该县制作的“网络中国节·清明”系

列短视频，点击量 5万余次，上线小程序“清明云祭扫”，5千

余人线上点蜡、献花、鞠躬、祭扫。

为展示移风易俗成果，中阳县搭建了全覆盖、全流程的

移风易俗网络服务平台。该平台围绕“一张码、全覆盖”的总

体框架，以突出专属性、特色型、实用性为核心，建立了界面

简洁、功能实用的移风易俗专属二维码。二维码设置了政策

法规、亮点活动、文明典型、办事导引四个板块，集成视频、音

频和图像等多种媒体格式，形成立体丰富的内容展示平台。

“我们将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覆盖广泛、深入群

众的优势，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特色化的文明实践活动，持续

深化移风易俗工作，让移风易俗更接地气，让群众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受到教育。”中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任

晓明表示。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12 个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月。6 月 15 日，我市以“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在市区世纪广场

组织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活动，

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提高人民

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

活动现场，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

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 38 个部门、

单位通过悬挂横幅、展板宣传、发放宣

传册及面对面交流等方式，生动形象

地向公众普及了非法集资的基本特

征、常见形态，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群

体，工作人员深入讲解了非法集资诈

骗的手段，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

“当遇到那些高额的回报，编造虚假

项目或通过虚假宣传造势的情况时，一

定要提高警惕，认清是不是骗局。存钱

时要认准正规银行。”在晋商银行宣传

点，工作人员耐心向过往群众讲解。当

天，参加集中宣传活动的各单位工作人

员积极引导群众认识合法投资理财渠

道，树立“不贪小利，不图高息”的正确理

财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集

资陷阱，还特别提醒群众警惕陌生来

电，保护个人隐私，有效防止经济损

失。此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防非宣传

资料 60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对非法

集资和电信诈骗的警惕性和辨别力。

“希望广大群众增强法律意识和

防范意识，提高对非法集资的辨别能

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行为，远离非法

集资陷阱，积极同非法集资违法犯罪

行为作斗争，一旦发现非法集资犯罪

线索，及时报警，共同维护金融环境安

全。”市政府办工作人员白璐说道。

本报讯（记者 康桂芳） 今年 6月

是第 23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 月 16
日是“安全宣传咨询日”，市应急局、市

消防支队、市体育局、经开区等 46家单

位，在市区世纪广场共同开展主题为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畅通生

命通道”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安全隐患无处不在，关注安全就

是关注生命，关注效益。活动现场，每

个单位的咨询台前都挤满了前来咨询

的市民。咨询人员身挂彩带，热情地

向来往的市民散发宣传资料，并且结

合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解答关于家庭、

社区、工作场所生命通道等安全问题，

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活动现场宣传方式不断创新。市

安委办围绕火灾逃生、汛期暴雨灾害

防范、超限超载安全防范等，组织制作

了未雨绸缪、依法不容“超”、把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当成“铁标尺”等公益

短片，并利用宏泰广场户外大屏进行

轮播；市消防救援支队利用网络进行

线上直播，开展群众安全知识问答互

动，线上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问

题，当天在线人数上千人；国网吕梁供

电公司通过展板、宣传册为市民科普

了燃气使用安全知识。“防止漏气的措

施 ”“ 遇 到 高 层 着 火 ，我 们 该 如 何 自

救”……咨询现场，工作人员还耐心地

解答了广大市民的提问。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倡议书、

安全知识手册、法律法规等各类宣传

资料 400 余种共计 10 万余份，并发放

印有安全月主题宣传口号的手提袋、

指甲刀、扇子、脸盆、毛巾、抽纸、雨伞

等宣传物品 6000余件。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

全市的安全意识和避险逃生能力，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通过学习掌握安全

防护和自救知识，真正让群众讲安全、

懂避险、能自救，在全社会营造‘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吕

梁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

任李志勇表示。

“这些非遗文创产品真是令人赞叹，

希望这样的文化节能够持续举办下去，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我们宝贵的文化

遗产。”5 月 31 日，在孝义市新义街道贾

家庄村，第十九届三皇文化节暨第二届

古玩艺术品交流大会开幕。活动现场，

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锣鼓、戏曲、

鼓舞、广场舞等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吸

引着游客前来观赏。被眼前充满艺术魅

力的非遗产品和富有年代感的古玩玉器

深深吸引的游客张会琴激动地说。

建成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是市委

确定的 20 件大事要事之一，是学习践行

“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

设美丽幸福吕梁的重要抓手。而连续组

织三皇文化节和古玩艺术品交流大会正

是贾家庄村推动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的

重要举措。

贾家庄村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

富。全村分布着百余株古槐，拥有 13座车

马大店的晋商古驿道全长 1200余米，是入

三晋和走西口的集散地，将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三皇庙和古院落、古窑洞连接起

来，形成了驿道古村贾家庄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贾家庄婚俗、孝义皮影两大国家非

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让孝义剪纸、面塑的魅

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孝义秧歌则能把孝义特有的地方

特色文化尽情地展示于世人。2014年，贾

家庄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

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3年被

确定为“吕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

全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工作启动

以来，贾家庄村以“一城一河一湖”为路

径，立足贾家庄村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

充分利用贾家庄中国传统村落的悠久历

史，深度挖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

皇庙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汉式

婚俗等历史文化资源，重点发挥贾家庄

便捷的地理交通优势，倾力打造“孝义贾

家庄古驿道与非遗文化馆”，形成集非遗

展示、研学互动、传习教育、版权交易、游

购体验、文化交流等为一体，以“文、旅、

商、学、购、娱”为主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合体验中心，努力打造成孝义市的靓

丽“文化名片”。并将“古驿道与非遗文

化体验中心”作为重要平台，整合全市乃

至国家生态文化保护区内的优秀非遗项

目落地，讲好孝义非遗故事、传播孝义非

遗文化、振兴孝义非遗产业、塑造孝义非

遗品牌、开创孝义非遗未来，变文化优势

为经济优势，带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保护，引领全市文化创意产业良性

发展。同时，投资 200万元改扩建了重点

以农产品、本地特产销售为主的古驿道

配套购物超市，投资 500 余万元，修缮了

郭士绮、汾孝战役郭家二院、宋元俊、任

长盛和靳美洲五座重点保护院落，全力

推进文旅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今年，该村投资 1000万元，重点实施

贾家庄传统村落非遗文化体验中心、人居

环境整治、游客中心改造提升和微循环道

路 4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项目。目前，传统

村落非遗文化体验中心已拆除南面危房，

正在倾倒建筑垃圾及进行地基开挖，设备

采购工作已开始，三皇庙及古驿道主街道

已安装了 48盏仿古路灯，游客中心改造提

升已开始对外墙进行拆除修复，微循环道

路路基已经形成，正在采购仿古青砖，预

计 6月底可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

“在接续举办三皇文化节、夏季古玩

艺术品交流大会的基础上，我们将以保

护开发传统古村落和建设美丽乡村为出

发点，立足发展乡村旅游，筹建贾家庄三

皇庙景区小吃步行街，以山西特色餐饮

为主、辅以全国各地特色风味名吃，打造

成孝义最具特色的餐饮一条街。并积极

打造孝义古典文献博物馆，展览不同时

期的‘孝·义’文化，力争将贾家庄村打造

成全市乡村振兴战线上的一颗璀璨明

珠。”贾家庄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副主

任崔立元表示。

农光互补 借光生金
——临县100MW光伏发电项目实现能源发电与农业收益双赢

□ 本报记者 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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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石楼县委宣传部、县财

政局、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县慈善总会联合开展了以深化殡葬改

革、弘扬丧葬新风，保护地名文化、传

承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抵制高额

彩礼、倡导文明婚俗，阳光福彩“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活动现场，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咨

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大力宣传

殡葬改革政策，倡议广大群众崇尚节

俭、培育家风。

陈贞 苏美云 摄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我市举行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活动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孝义市贾家庄村

古韵今风织锦绣 乡村旅游绽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