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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分应急能力长一分应急能力 增十分幸福安康增十分幸福安康经济专刊

近年来，文水县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不动摇，按照“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抓

住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遇，积极开展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治理保护工作。经过连续几年的综合治理，历

史性地解决了砂坑整治、畜禽粪污等一系列难题，也彻底改变了境内汾河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如今的汾河百公里中游

示范区文水段，水波荡漾、飞鸟翔集的生态景象已成为常态。 记者 刘亮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持续深化综合改革，

岚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积极创

新服务模式，加快数字化新业态

应 用 ，打 通 农 产 品 线 上 线 下 渠

道，助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持

续彰显供销担当。

近日，岚县供销社积极顺应

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消费方式的转

变，与岚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合

作，在全县范围内制定下发了《关

于开展职工福利用于消费帮扶巩

固衔接成果的实施方案》，主动拓

展名优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打造

“供销社+消费帮扶”新模式。全

县各级预算单位的职工福利费可

通过岚县供销网上惠民商城和岚

县供销“832”平台购买农特产品

及日常生活用品，这既满足了职

工的福利费消费需求，又将福利

资金用于县域消费，真正促进了

县域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日用品

和工业品下行、农产品上行的流

通能力，有效缓解了农产品“卖

难”问题。

目前，岚县供销网上惠民商

城已与全县 30多家商户合作，采

用“线上预订+线下送货”相结合

的方式，涵盖了全县各行业优质

诚信企业的农特产品、米面粮油、

酒水饮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等

产品。截至 8 月底，岚县供销网

上惠民商城已累计完成线上消费

额 30余万元，线下消费额 20余万

元，助农增收成效显著，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绿树成荫，鸟鸣山涧，乡村奏响振兴乐

章。初秋时节，穿行于孝义市下堡镇，风景独

好。

今年以来，孝义市下堡镇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把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作为

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的有力举措，党员

干部身先士卒，引领全镇掀起环境整治热潮，

激发全民参与热情，形成“环境整治人人参

与、和美乡村共同建设”的良好氛围。

典型带动，人居环境“提颜值”

走进下堡镇昔颉堡村村民田成龙的小

院，映入眼帘的是错落有致的盆景，纵横交错

的花草，还有小葱绿意盎然，宛如世外桃源。

屋内客厅、卧室、厨房布局合理，生活设施整

洁有序、一尘不染，处处彰显着主人的勤快。

像这样的小院，在下堡镇很多农村都能

看到。近年来，该镇深入学习践行“千万工

程”经验，把美丽庭院建设作为实现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切入口”。

在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环境的过程中，探索“党

建+美丽庭院”模式，召开美丽庭院创建动员

部署会，明确阶段任务及责任划分，大力宣传

营造氛围，通过微信群、入户宣传等形式广泛

宣传，使群众熟悉创建要求，呼吁广大妇女群

众积极行动、广泛参与，争做美丽庭院创建的

主力军，营造出主动参与、积极创建的良好社

会氛围。坚持党群同心，组织镇村干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测评打分队伍，严格标

准，逐户验收打分，切实推动美丽庭院从“一

处美”向“一片美”提升，以庭院“小美”扮靓乡

村“大美”。

党建引领，乡村干群“齐上阵”

在西程庄村，一条条干净整洁的巷道和

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垃圾桶让人眼前一亮。一

大早，保洁员就开着垃圾清运车，逐一前往垃

圾收集点，对村民们的生活垃圾进行统一清

运。

为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整治水平，下堡镇成

立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并制定整治方案，

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明确职责分工，大力实施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和卫生乡村建设等“五大提

升行动”，制定出台《2024 年下堡镇关于实施

农村环卫人员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在各村

设立常态化管理员及保洁员，明确奖惩措施，

保证上岗时间。同时，依托每月主题党日活

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乡贤示范带头作用，

开展村内主干道清理活动，不断提高村民参

与率和满意度。截至目前，已开展镇域范围

内人居环境整治活动 2次，开展相关志愿活动

220余人次。通过统一明确环境整治标准，将

任务清单化、责任网格化、清洁常态化，不断

加大整治力度，全域人居环境面貌逐步改变。

长效治理，整治效果“盯长远”

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该镇将沿河四村作

为重点，以“宣传先行、党员先动、沿路先整”

的方式，沿 340 省道逐渐扩大整治覆盖面，针

对村主干道、群众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对沿

线杂草、乱堆乱放、生活垃圾等开展全方位清

理整治。截至目前，投资 1200 余万元建设下

邀线 4-5公里，修补全镇道路破损 1000余处；

整治废旧垃圾点 5 处，维修残垣断壁 150 余

处；清理孝河下堡段淤积和各类垃圾 5000 余

平方米，整治长度 3000米；清除省道及各村杂

草 80 余亩；新增党建宣传栏 90 余块，喷涂墙

体 15000余平方米，悬挂宣传标语 28条，新增

垃圾箱 16支，维修垃圾箱 74支，美化 800余平

方米。

组织人大代表、班子成员、各村主干共计

60 余人组成评分团，开展人居环境观摩评比

活动。通过制定《下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考核评分表》，将“三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等

各项重点项目细化量化，评分团对照评分细

则进行打分排名，评选出人居环境整治先进

村落 3个并进行宣传表扬。此外，将观摩评分

结果同基层党组织年度考核、村“两委”“主

干”绩效考核等挂钩，不断压实责任、提高执

行力，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常态长效。

本报讯 （记者 李亚芝） 金融是国

民经济的血脉。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吕

梁市分行按照党中央增强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要求，不断强化政策协同指导、货

币政策工具运用创新、信贷资金精准投

放和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落实落地，

为吕梁经济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强化政策协同指导，推动信贷总量

平稳增长。完善“项目储备、资金投放、

资金监管”全流程管理措施，合理把控贷

款节奏，确保信贷增量精准投放，存量提

高使用效率。截至 2024 年 7 月末，全市

各项贷款余额 1912.36亿元，较年初增加

130.19 亿元，同比增长 15.78%，高于全

国 增 速 7.08 个 百 分 点 ，高 于 全 省 增 速

5.65 个百分点；存贷比 43.91%，同比提

升 4.07个百分点。

强化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创新，推动重

点领域薄弱环节融资难题破解。创新支

农支小再贷款使用方式，引导地方法人机

构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和数字金融手

段，创新发展“再贷款+农业保险+财政贴

息”等信贷模式，增加普惠贷款投放。1-7
月，全市累计办理支农支小再贷款 24.39
亿元。发挥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激励

作用，按照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 1%的

比例，先后对地方法人机构发放激励资金

1832.94 万元，支持净增普惠小微贷款

18.33亿元。引导大型银行加大绿色低碳

转型重点领域贷款投放，支持吕梁低碳发

展。截至 2024年 6月末，全市累计发放符

合碳减排支持工具使用条件的贷款 28.15
亿元，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行业。

强化信贷资金精准投放，推动重点

产业转型发展。围绕吕梁 20 件大事要

事和“985”重点产业链、“四都”“五基地”

金融需求，不断加强与市财政、发改、工

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作，完善多层次、

常态化的政银企对接机制。1-7 月，向

金融机构推送 157 个融资项目，达成意

向 24 个 ，授 信 56.36 亿 元 ，到 位 资 金

20.95 亿元。全市金融机构向 9 个工业

经济重点产业链投放贷款 41.61亿元，向

8个特色农业重点产业链投放贷款 21.99
亿元，向 5 个服务业重点产业链投放贷

款 0.5亿元。

强化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落地，推

动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与市科技局等9部

门建立“吕梁市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

协调机制”，着力推动“科技+金融+产业”

一体化发展。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

吕梁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意见》，推动山

西省焦化、有色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目录贯

彻落实。截至 2024年 6月末，全市绿色贷

款余额 195.30亿元，同比增长 31.28%；办

理“绿票通”再贴现 2.45亿元。多渠道组

织金融机构与专业镇、特色产业镇、中小

微企业开展融资对接，推动特色产业发

展。1-7月，全市金融机构向专业镇和特

色产业镇发放贷款13.13亿元。截至2024
年 7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15.92
亿元，同比增长 47.63%，高于各项贷款增

速31.85个百分点。

强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推动

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严格监测金融机构

利率动态，适时开展现场调查、督办督

导，持续指导地方法人机构通过下调存

款利率、增加再贷款使用规模，优化负债

结构，夯实利率下降基础。2024年上半

年，全市地方法人机构普惠小微贷款加

权平均利率 7.2%，同比下降 0.17个百分

点；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6.71%，同比

下降 0.06个百分点。

倾心守护蓝天碧水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孝义市下堡镇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再升温

□ 本报记者 李雅萍
通 讯 员 张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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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吕梁市分行

“五个强化”助推吕梁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玩家们沉浸于游戏《黑神话：悟空》

中的精美画面时，玩游戏的过程也成为领

略山西古建艺术的过程；当游客置身于 35

米的数字文化长卷时，繁华街景再现，平遥

版的《清明上河图》跃然眼前；当观众步入

山西博物院的“时空变调”艺术展，山西古

建中的藻井图案以丰富变幻的万花筒形式

映入眼帘，绚烂夺目……近日，以“数智赋

能 晋见中国”为主题的 2024 数字文旅品

牌创新大会在太原举办，一批数字赋能文

旅发展的创新案例惊艳出圈。

近年来，5G、VR/AR、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文旅行业，在科技

的助力下，精美的塑像触手可及、绚丽的壁

画纤毫毕现、蕴含各类文化元素的新场景

妙趣横生。实践证明，“数字+文旅”，让珍

贵的文物活起来、动起来，让遥远的历史近

在咫尺、鲜活如昨，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感

知体验，也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提供

了生动的场景。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与转

化也正在加速重塑文旅产业业态。如何走

好数字时代文旅品牌的创新之路，是摆在

山西文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强化科技引领，加快培育我省文旅产

业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

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数字技术开辟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境

界。要全面提升科技支撑水平，促进智慧

旅游平台、数字展陈、沉浸式演艺等在全省

文旅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互动

式、体验式新场景，促使文旅在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

坚持文化为魂，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

数字体验场景。毋庸置疑，数字技术为文

旅产业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但在一些景

区，也出现了项目同质化或者创意不足、审

美不高的现象。对于文旅产业而言，文化

艺术是牵引，数字技术是推动，只有创造性

地应用技术，才有助于把握文旅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机遇，这是业内专家的共识。换言之，只有匹配本

地景观和人文历史，找准主题 IP，才能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数

字场景。SoReal 焕真·平遥科技艺术馆、左权桐峪 1941 博

物馆等地的数字体验场景上榜首批“山西省数字文旅创新

案例”，其创意正是源于独特的历史风貌和红色基因，与当

地的文旅特色相得益彰。

探索跨界联动，实现线上场景与线下实景互动。山西

是文物大省，27处山西古建在国产 3A 爆款游戏《黑神话：悟

空》中震撼呈现，为山西的文化元素提供了一个面向全球游

戏玩家的数字化传播窗口，并且引爆线下旅游热潮。此现

象级案例正是跨界联动的成功实践。当下，“文旅+游戏

IP”的创意联动正成为一些景区破圈引流的新路径，而跟着

游戏场景打卡现实取景地，也成为许多游戏玩家的新潮

流。“作为游戏的忠实玩家，能在线下看到游戏中的场景，太

幸福了。”近日，跟着“悟空”来到晋城玉皇庙游览的玩家们，

在实景地感受到了比游戏中更震撼的体验。虚拟连接现

实，“玩家”叠加“游客”，这样的新玩法激发了文旅消费新动

能。

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中，充分发挥“数字引擎”作用，以

新装备新技术新场景新营销打开数智文旅时空之门，定能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的旅游需求，书写数字

技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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