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临近下班时一位行色匆匆的段女士手

拎着一个黑色大塑料袋走进邮储银行吕梁市莲花支行大

厅，大堂经理连忙迎上前询问客户需求，在得知客户想要

零币兑换后，大堂经理热情地将客户引导到柜台前。客

户表示自己经营流动摊位，天气变暖后，每天晚上在离石

区世纪广场卖小吃，平常经常收到零钱，又多又不方便保

管，想尽快“化零为整”。

营业主管了解到客户的情况后，为减少客户等待时

长，放下手中的工作，耐心清点，柜员及营业主管把流通

币、残损币手工清分，认真整理，丝毫没有因为工作繁琐

而懈怠。经过 30多分钟的清点，终于将准确无误的零钱

兑换成 7542元的整钱交由客户手中。

段女士感激地说道：“真没想到能在这里将这些零钱

兑换成了整钱，解决了我的一个心病呐，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

服务无小事，点滴暖人心。不管是零钱换整钱，还是

整钱换零钱，邮储银行吕梁市莲花支行都竭尽全力满足

客户的需求。

据了解，该行为全面践行“金融为民”服务理念，还推

出了“零钱包”服务。零钱包采用“标准化+定制化”相结

合的方式，其中，“标准化零钱包”包括 300元、500元等不

同规格，具体券别为 20 元、10 元、5 元、1 元，为客户提供

“即来即兑”的零钱包兑换服务，方便客户在购物、缴费等

场景中使用，避免了找零的烦恼。“定制化零钱包”则按照

客户实际需要进行封装，满足其个性化需求。

未来，该行将继续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以更加专

业、高效、贴心的服务，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

(牛春燕)

邮储银行吕梁市莲花支行
零钞兑换获美誉

本报讯 近日，建行吕梁分行组织开展了“爱在港湾

快乐成长”劳动者港湾特别活动。本次活动邀请周围小

学及幼儿园的孩子们到网点实地参观体验，为他们介绍

劳动者港湾丰富多样的功能，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

子们享受了一次愉快而有意义的金融之旅。

劳动者港湾是由建设银行为户外劳动者歇脚停靠而

提供的便利场所，配备卫生间、饮水机、图书、微波炉等基

础惠民设施，旨在打造生活中的“歇脚地”“加油站”“充电

桩”“暖心窝”。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知识抢答、趣味游

戏、畅享书吧等环节，孩子们对劳动者港湾的基础设施和

功能有了简单的了解。此外，工作人员还为孩子们普及

识别假币、反洗钱、金融诈骗、零存整取等金融知识，让他

们体验“小小银行家”的角色，并为他们送上了暖心的节

日礼物。

据悉，劳动者港湾设立以来，该行持续深化和完善金

融服务功能，与吕梁市总工会“爱心驿站”开启合作共建

模式，目前已覆盖辖区内 85%营业网点。“爱心驿站+劳动

者港湾”共建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户外劳动者饮水难、热

饭难、休息难等问题，让户外工作者真正感受到了关爱与

尊重，开启了金融服务新模式。本次主题活动，建行吕梁

分行持续传递港湾关爱，延伸服务客群，关心关注儿童成

长，再次唱响公益服务品牌。 (张燕)

建行吕梁分行
开展劳动者港湾特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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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 一丝一毫不能放松一丝一毫不能放松经济·广告

知识农业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本报讯 （记者 张娟娟） 在政务服务改

革的浪潮中，我市以创新思维引领政务服务

改革，成功打造“税银电”全新服务模式，这

一创举不仅解决了市场主体在税务、电力、

资金及社保非税等方面的诸多难题，更为其

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这一服务模式

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脱颖而出，成为优化

营商环境的典范，并于去年 8 月荣获全省第

一批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示范案例。

跨界融合，构建高效联动新生态。我市

针对资源企业结构比重大、规模大、税务金

融电力类综合问题复杂的情况，率先成立了

由税务、银行、电力三部门组成的“税银电助

力市场主体倍增”联合领导组。通过建立工

作提醒制度和联动合作机制，三部门定期召

开工作联席会议，聚焦市场主体实际需求，

在精细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银行

“减费降息”政策以及国电“降价降费”政策

方面，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强大合力。同

时，深化“税银电”授信合作机制，打破部门

间“信息孤岛”格局，在依法合规和企业授权

的情况下，将企业纳税、用电等信息提交银

行后台，运用大数据为企业“画像”，通过

“云税贷”“云电贷”等普惠金融产品，对纳税

信用良好的企业，以“税信”换“银贷”；对用

电量稳定上升的企业，以“电量”换“银资”，

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通过

“云税贷”“电 e 贷”等高效融资产品为 2495
户市场主体发放贷款 16.38 亿元，有效缓解

了企业融资压力。此外开展专家组团入百

企活动，抽调“税银电”三部门业务骨干组建

“税银电”入企服务专家团队，实行“税银电”

混编组团，确保每支团队都至少有一名“税

银电”方面的专家。团队深入企业一线，面

对面了解企业需求，逐一分解任务，实现“一

对一”精准帮扶。全年共服务企业 100余户，

解决各类问题 300多项，有效融洽了“税银电

企”关系。

精准施策，破解企业融资困境。为帮助

企业更好地享受政策红利，我市精心梳理国

家、省、市出台的各类税收、金融、用电政策，

针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编制了 5 套适用于

不同行业的相关惠企政策合辑和操作指引，

帮助企业用足用好优惠政策。同时，坚持

“快退税款、狠打骗退、严查内错、欢迎外督、

持续宣传”五措并举，加大税费减免力度，推

动增值税留抵退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

税、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等新的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落实落地。截至目前，全市共

办理新增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 57.13 亿元，

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 40.6 亿元；全市新增

减税降费 7.11亿元；继续实施制造业中小企

业暂缓缴纳税费政策，办理缓缴税费 7.61亿

元。此外，还加大对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力

度，持续深化新金融行动，以住房租赁、普惠

金融、金融科技“三大战略”为着力点，开辟

金融服务绿色通道，针对疫情白名单企业，

提高申贷成功率，足额保障疫情防控领域重

点企业用款需求。截至目前，建行吕梁分行

累 计 投 放 贷 款 41.42 亿 元 ，普 惠 贷 款 客 户

5064户，贷款余额 15.58亿元。

优化服务，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我市

积极推行“非接触式”服务，通过电子税务

局、征纳互动平台、建行“惠懂你”APP、网上

国网 APP 等线上平台，实现了涉税业务、小

微快贷业务和用电业务的网上办理。目前，

全市企业 94％的涉税业务、96％的小微快贷

业务和 100％的用电业务均可实现网上办

理。同时，深入电力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用

电成本，深入推广“阳光业扩”服务，大幅降

低客户办电成本。截至目前，通过加大业扩

配套工程投入，为 384 户企业节约投资成本

6835 万元，其中，为小微企业享受“三零”接

入系统服务 77户，为企业办电节约成本 465
万元。此外，还量身打造“智税”定制服务品

牌，从税费政策直达快享、管理资源整合集

成、涉税风险事前提醒等方面入手，推出一

张问题清单掌握企业诉求、一个专业团队助

企会诊解难、一户式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等个

性化服务举措，进一步提升对产业链和专业

镇市场主体的精细化服务水平，不断拓展数

字化、智能化、集成化和个性化的税费服务

管理现代化应用场景，快速响应企业个性化

诉求，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吕梁“税银电”联动创新 赋能市场主体加速发展

行走在孝义市的大街小巷，

不难发现街头再添一抹绿色风

景线，一批先进的氢能共享单车

投入使用，为市民出行带来了便

捷。共享单车“氢”装上阵，助力

了市民绿色出行，标志着我市在

全省率先进入绿色零碳出行的

新时代。

在孝义街头，记者看到，氢

能共享单车在划定的绿色停车

点整齐停放。单车外观与一般

共享单车区别不大，整个车辆采

用烤瓷绿色，车重 55 公斤，车辆

座椅下方加装电池和储氢瓶，采

用低碳固态储氢技术储氢 50克，

储气瓶将氢气传送到燃料电池

中，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电能驱动

电机，可续航 60 公里，最高时速

23 公里，行驶安全可靠，真正做

到了零污染、零排放。

骑行时，市民只需手机小程

序打开“鹏飞出行”，扫一扫车身

上的二维码，开锁成功后，按提

示打开头盔锁，安全佩戴头盔后

就可以进行骑行。

氢能共享单车调度中心运

营负责人告诉记者，车筐内放置

的头盔为智能头盔，传统的头盔

相比，智能头盔具有防撬、防震、

抗压的特点。扫码开车后，用户

佩戴头盔的瞬间与车辆智能中

控系统建立连接，实时对佩戴状

态监控，如果发现用户没有及时

佩戴头盔，会逐步地停止动力。

归还时，用户只需把头盔放回车

筐中，将头盔锁按压下去，就可

以 进 入 小 程 序 进 行“ 一 键 还

车”。智能头盔的使用，让市民养成佩戴头盔的好

习惯，避免交通事故中的伤亡风险，营造安全、有

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骑上氢能共享单车，感觉像是在为地球加油

一样！”氢能自行车的投放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

评。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既方便又环保，为群众短途

出行增添了新的乐趣，大家期待未来能在更多的公

共场所见到氢能自行车的身影。

据了解，氢能共享单车首次投放了 500辆，停车

位覆盖了孝义主城区的各个购物、教育、医疗、住

宅、游乐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这 500 辆氢能共

享单车由上市公司赫美集团控股的山西鹏飞氢云

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按照相关规划，到今年年底孝

义市的氢能共享单车总投放量将达到 3000 辆。同

时，5 辆“孝义—介休”两地的城际客运氢能公交车

也正式开始运营。这批氢能公交车由鹏飞集团旗

下东风特汽自主研发制造，也是我省首条城际交通

零碳运营示范线路。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今年以来，

汾阳市抓住“城市融合型县城”省级试点

建设机遇，统筹用好省财政专项债券，积

极推进雨污分流改造、乡村旅游公路等基

础设施项目，持续提升城市形象，增强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雨污分流改造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水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

举措。今年，汾阳市实施了文峰街道南关

社区桃园新村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建设雨

水管线、污水管线，恢复道路总长 3.809公

里，面积约 34635 平方米。作为该市实施

的民生项目之一，自开工以来，一线工人

们铆足干劲赶进度、全力以赴赶工期，确

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预计年底完

工。

杏花高速口至汾酒大道口道路提质

改造工程是该市实施的另一项基础设施

重点工程，建设内容总长 1190 米，实施宽

度 21米，旨在打造“车在路中行，人在景中

走”的公路风景线。这一工程不仅能改善

城区和杏花村镇的人居环境，还对提升杏

花村镇的整体对外形象、宣传杏花村酒文

化、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大意义。

一路通则百业兴。汾阳市还实施了庄

李线—马刨神泉、汾郝线—上林舍、汾郝线

—集贤堡三条乡村旅游公路项目，全长为

18.325公里，建成后将辐射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新活力。

目前，杏花高速口至汾酒大道口特色

景观道路项目已完成手续办理，雨污分离

工程已接近尾声，人车分流工程和周边配

套设施正在建设中，三条乡村旅游公路已

进入路旁小矮墙建设阶段。随着这些基

础设施项目的逐步完成，汾阳市将有效解

决居民排污问题，改善下雨天路面积水现

象，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水资源综合利用

率，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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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时下，随着夜幕的降临，方山县

国旗广场周边的游乐区和小吃街开始热闹起来，在热闹的氛围

中，人们享受着舌尖上的快乐和玩耍的欢乐，演绎出小县城最

生动的烟火气。 肖继旺 摄

汾阳市

完善基础设施 推动城市形象与群众幸福感双提升

引进培养更多农业科技人才
加强气象服务信息精准应用于现代

农业，避免恶劣天气影响农业生产；提升

农业自主育种能力，推动优质新品种走向

市场……近年来，科技正在深刻改变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但据笔者了解，与日益进步的

科技水平相比，有些地方对科技人才的引

育能力稍显不足。从长远来看，带动农业

增产，实现农民增收，还需引进培养更多

农业科技人才，盘活用好基层农业科技队

伍，真正让科技“长”在泥土里。

产业要发展，科技是助力，人才是基

础。各地要立足当地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围绕产业链布局结构，在引进农业科技人

才方面制定政策、搭建平台。比如，在生

态循环农业建设方面，可以通过“专家大

院”“科技小院”等形式，引育优质种源保

育、核心种源开发等生态农业生产技术人

才。为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制

定产学研协同政策、创新人才待遇保障机

制等形式，让优质人才有动力来到乡村。

总之，围绕“缺什么”“补什么”下功夫，农

业科技人才短板方能逐渐补齐。

除了引进外来科技人才，本地农技专

家和农民也是农业科技推广的主力军。

一方面，可以整合省、市、县各级科技特派

员和农业技术专家等人才资源，建立一批

水平过硬的基层农业科技队伍，到田间地

头对农民进行现场指导，帮助解决农业生

产一线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农业科技

人才来到基层后，可以深入了解农民的实

际需求，在帮助解决农业生产问题时，也

能指导农民掌握科技手段背后的理论知

识、举措要点，让农民不仅是农业科技成

果转化的受益者，也是主动为之的应用

者、推广者。为此，还可以面向有需要的

农民构建完善的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

展科技推广培训，让农民系统学习实用的

技术知识。 据《农民日报》

论坛三农

目前，山西春玉米大多

处于灌浆期，夏玉米大多处

于大喇叭口期。针对本年度

气候情况，提出以下四点玉

米后期管理措施：

一、旱情应对措施

1. 对 有 灌 溉 条 件 的 区

域，要充分利用现有田间水

利设施，采用滴灌、垄灌、微

喷灌等节水灌溉措施，组织

农 户 统 筹 安 排 及 时 灌 溉 。

灌 溉 时 要 注 意 避 开 大 风 等

极端气象，避免发生倒伏等

现象。

2.对 雨 养 旱 作 区 域 ，建

议地方农业、气象部门积极

沟通，采用燃放焰条和发射

增 雨 火 箭 ，人 工 增 雨 ，缓 解

旱 情 。 还 可 采 用 喷 施 抗 旱

剂和叶面肥的方式，增强玉

米 抗 旱 能 力 。 一 旦 出 现 有

效降雨，一定要抓住机会加

强追肥、病虫害防治等田间

管理。

3.在高温时期，要特别注

意玉米的授粉情况，出现授

粉不良时要及时采用无人机

辅助授粉，提高结实率。

二、涝害应对措施

1.尽快排除积水，降低田

间渍害程度。连续降雨田间

积水过多，会导致土壤缺氧、

阻碍根系呼吸代谢、吸收养

分等活动，甚至导致烂根、烂

叶、引发根腐病、茎腐病等病

害，要及时排水，通过挖排水

沟、抽水泵抽水等方式及时

将田间的积水排走。

2.及 时 开 展 中 耕 松 土 。

通过中耕还可将表层与底层

土壤之间的毛细管水通道切

断，在表层土壤中形成疏松

的覆盖层，利于深层水分的

快速散失，起到避免渍害发

生的效果。

3.做好倒伏玉米植株的

管 理 。 玉 米 植 株 在 大 喇 叭

口 期 前 发 生 渍 害 倒 伏 的 和

在 拔 节 期 后 倒 伏 角 度 若 小

于 45 度的，不需人工扶正即

可自行直立；在抽雄散粉阶

段 后 出 现 渍 害 、倒 伏 现 象

的 ，需 进 行 人 工 扶 正 ，并 在

茎 基 部 适 量 培 土 ，用 脚 踏

实，经过 2-3 天即可有新的

根系长出。

三、中后期病虫害
应对措施

8 月份需注意病害流行

扩散，建议农户提前防控，尽

早喷施杀螨剂、杀虫剂、杀菌

剂，配合叶面肥等喷施实现

一喷多防和一喷多促，并与

植物生长调节剂芸苔素内酯

以及叶面肥磷酸二氢钾等配

合使用，达到防虫治病、增产

提质的目标。

1.降雨偏少地区。重点

关注叶螨、双斑萤叶甲等害

虫的发生发展动态，可用噻

虫胺、噻虫嗪、氯虫苯甲酰胺

等杀虫剂防治。

2.高温高湿地区。重点

关注大斑病和茎腐病的流行

与发展，可选用枯草芽孢杆

菌 、井 冈 霉 素 A、苯 醚 甲 环

唑、丙环·嘧菌酯等杀菌剂喷

施。

据山西农业农村发布

当前山西玉米田间管理要点

▲人们吃着美食谈天说地。

▶小朋友在妈妈的陪伴下购买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