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组织召开案件

警示教育大会暨“一把手”讲合规电视电话会议。

纪委书记副行长带领全行员工集中学习了 2023 年邮

政金融业内案件内容，对监管处罚、行内问责情况进行

了通报；重点对去年发生的一起业内案件进行深刻剖

析、警示，同时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教育员工恪守

职业操守，汲取案件深刻教训，警钟长鸣。

党委书记行长对为什么开展警示教育工作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阐释，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并深刻指

出目前全行在纪律规矩意识、重点领域以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问题，用五个从严（从严执

纪问责、从严监督检查、从严行为管理、从严筑牢防线、

从严消保考核）为大家在今后工作中指明了整改路径

和前行方向。

本次案件警示教育大会的召开，再次给全行员工

上了一堂深深的“合规”课，我们要时刻牢记“合规是生

产力”“合规创造价值”，一旦发生风险事件乃至案件，

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将面临不可挽回的损失。大家

要绷紧案防之弦，树牢合规理念，持续深化落实“不敢、

不想、不能”三大案防机制，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为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 （任小燕)

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
召开案件警示教育大会暨

“一把手”讲合规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本报讯 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进一步落实金融教

育宣传活动，持续增强人民素养，提高中老年群众的金

融风险能力，市分行积极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月”进农

村活动。

临县支行抓住临县人民对秧歌的热情与喜爱，创

作了吕梁特色秧歌脚本。活动当天，行领导带领行内

秧歌团队走进临县克虎镇克虎村移民小区，现场向老

百姓表演了喜闻乐见的秧歌，工作人员结合金融诈骗

常识、理性投资理财、金融与诚信以及正确使用电子支

付工具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提醒群众不轻易向陌

生人转账汇款、不相信非法中介、不盲目理财、注意身

边电信诈骗，通过宣传，切实落实金融教育直达基层，

让群众能够真正听得懂、学得会。 （冯捧连）

伞头秧歌进小区
金融宣传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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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子璇） 近日，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以来，我

市始终把“米袋子”“菜篮子”保障工作

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摆在突出位置，积

极主动作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市场

保障工作质量稳定提升，肉蛋奶、蔬

菜、水果等优质产品供应充足。

抓好粮食生产是“头等大事”。我

市始终把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

抓，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积极打

造粮油高产典型。奖补 1104万元，创

建市级粮油作物单产提升千亩示范片

22个、500亩示范片 11个，推广膜下滴

灌、菌根真菌技术等新技术应用 1.2万

亩，建立 7个粮油作物试验项目、1300
亩良种扩繁基地、5 万亩大豆规模化

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

力 争 全 年 粮 食 产 量 不 低 于 21.35 亿

斤。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强化标

准化生产技术推广应用，发布农业地

方标准 48个，今年新立项 29个。奖补

915 万元，创建市级有机旱作现代农

业园区 10 个、续建 21 个，建立新型抗

旱保水缓释剂试点 6 万亩，集中示范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机种机收一体化

等现代农业技术。为了更好推广标准

化生产技术，省市县 1400余名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开展技术

服务。截至 7 月底，全市粮食播种面

积 501.44万亩，圆满完成省定（497.15
万亩）播种任务。

不仅“米袋子”满满当当，“菜篮

子”也愈发充实。我市大力发展特优

农业重点产业链，加强特优产业基地

建设，上半年生猪存栏 151.73万头、出

栏 107.88 万 头 ，生 猪 存 栏 环 比 增 加

2%。肉牛上半年存栏 58.35 万头，出

栏 14.78 万 头 ，牛 存 栏 同 比 增 加

18.54%。

除了肉类，蔬菜也是老百姓“菜

篮子”里不可或缺的。我市不断加快

规模化、标准化设施蔬菜示范园区和

生产基地建设。目前，我市食用菌产

业已完成种植 1.09 亿棒，完成全年任

务 1.5 亿棒的 73%，马铃薯落实种植

面积 50.2 万亩。在蔬菜种植基地里，

各类蔬菜品种长势喜人。截至 7 月

底，全市蔬菜（食用菌）总产 6.5万吨、

水果总产 3045 吨、肉蛋奶总产 30 万

余吨，较好地保障了全市城乡居民生

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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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今年以

来，石楼县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一岗双责”，面对城镇化快速

发展带来的环境挑战，针对性采取强

力措施，全面筑牢生态环境保护防线，

助力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随着近年来乡村人口迅速涌向

城市，县城生态环境压力逐渐加大，

为积极应对县城生态环境的急剧变

化 及 乡 村 焚 烧 秸 秆 、燃 煤 取 暖 等 问

题，该县在抓好垃圾收集转运上持续

用力，城区常态化配备保洁人员 300
余人，压缩垃圾车等多种车型 40 余

辆，实现生活、建筑、餐厨垃圾分类收

集，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针

对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建设了 2 处农

村垃圾转运站，采购 6 台转运车辆、

220 个垃圾箱桶、2 万个手提垃圾桶，

初步形成了“户分类、村收集、县转

运”集中处理的闭环管理模式。并扎

实做好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和城市道

路扬尘管控，持续推进“散乱污”企业

清零，积极开展利剑斩污专项行动等

多项行动，狠抓油、路、车、货管控 ,优
化分流线路，严厉打击柴油货车超标

排放和散装物料运输车道路抛洒行

为。同时，对辖区内石料厂、砖厂等

涉气企业强化排查整治，督促 2 户手

续齐全的砖厂及时对环保设施进行

升级改造。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卫生、

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和人居环境突

出问题大整治行动，城区段洒水车和

雾炮车不间断作业，持续改善全县环

境质量。

在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基础上，

该县完成了屈产河湿地工程改造和

污水处理厂高效提质改造项目，强化

了城区生活污水收集，保障屈产河段

水质深度净化。进一步强化河长制

工 作 ，完 成 对 马 村 污 水 站 的 重 新 招

标，将屈产河沿线 14 个村的生活污

水纳入处理范围。针对黄河干流及

其主要支流河道垃圾，大力开展污水

治 理 、河 道 清 废 、周 边 料 场 料 堆 整

治。加强部门联动和对养殖户的监

管 ,通过定期查看粪污存量，督促及

时转运育肥，积极宣传环保政策，对

粪污车辆喷码警示，发现违法严厉处

罚等措施，确保畜禽粪污不被排入河

道。

完善基础建设 强化部门联动 突出重点整治

石楼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守护黄河岁岁安澜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白
少妍） 近日，静兴高速成功安装了 2台

智能收费机器人，这是继蔡家崖收费站

安装智能收费机器人的又一次设备的

更新，智能收费机器人的引入，为静兴

高速公路智慧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比于传统的人工收费，这 2台智

能收费机器人的投入在通行服务能力

方面实现了质的提升，机器人可以精

准识别比对车辆信息，非 ETC 用户操

作中全程有语音提示，操作简单快捷，

实现了自助取卡缴费、快速通行。数

据显示，入口自助发卡相比于人工发

卡速度提升 10%，出口自助交费相比

于人工速度提升 40%以上，通行效率

大幅度提升。

智能收费机器人的投入使用，大大

减少了高速在收费车道人力成本的投

入，让人力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配

置，将更多的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领域，

如道路维护、客户服务等方面，从而全面

提升高速公路的运营质量。

同时，智能收费机器人的投入使

用也为司乘人员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它们高低两层发卡缴费窗口设计友

好，不同出行方式的司乘人员都可以

快速完成缴费流程，机器人更加标准

化、规范化的服务，在减轻了收费员工

作量的同时，全面提升了司乘人员通

行的体验感。

静兴高速将以此次智能收费机器

人的安装为契机，继续加大高速公路

在智慧化出行体验打造方面的投入与

探索，将引入更多先进的智能设备与

技术，打造更加高效、便捷、智能的高

速公路服务环境。

静兴高速

智能收费机器人助力服务再升级

“老武，这片酸枣今年看起来长得很好，

你看今年能产多少？”金秋九月，对于农民来

说，又到了一年的收获季节，在柳林县高家沟

乡石家咀村，前来观摩的枣农张兵照非常迫

不及待地问经营嫁接酸枣产业的枣农武王

贵 。“ 这 是 430 棵 枣 树 ，一 棵 产 10 斤 还 能 产

4300斤，一斤按今年的价格是 10块钱，我估计

卖 43000块钱。”武王贵充满自信地说。“行了，

没问题。”武王贵的回答，让张兵照非常满意，

也进一步坚定了学习经营酸枣产业的决心。

酸枣是一种重要的中药材，全身是宝，发

展酸枣产业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石家咀村经过嫁接技术改造后，曾经荒

废的红枣树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备受市场青

睐的“发财树”。站在黄河之畔眺望，山巅之

上的石家咀村，远远望去枣树成林。曾经成

片的红枣林，改头换面为酸枣的家园。这片

酸枣林的主人，就是村里有名的红枣技术员

武王贵。由于正值酸枣丰收季，一大批外乡

的枣农纷纷慕名而来，向武王贵学习酸枣种

植技术。

柳林县高家沟乡是传统的红枣产业乡

镇，近年来受气候和市场等因素影响，经营红

枣的枣农收益较低，枣农们经营红枣的热情

日渐消退。该乡石家咀村枣农武王贵利用自

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试着把酸枣嫁接在红枣

树上，发展中药材酸枣产业今年喜获丰收，成

为利用红枣树和嫁接技术发展酸枣产业的第

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吸引了周边许多枣

农前来观摩。在武王贵的带动下，今年，石家

咀村枣农纷纷学习嫁接技术，种植了近三十

亩酸枣树。柳林县留誉镇惠家坪村枣农白玉

平，原来没有来过老武的酸枣园，通过观摩以

后，心里感觉酸枣特别有前景，“我也是一名

村干部，回去以后我要带动我村村民，共同发

展酸枣这个事业，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我感

觉种酸枣前途是很无量的。”白玉平说。

提起利用红枣树发展酸枣产业，武王贵

说：“这几年的红枣行情不太好，所以我就想

着如何把红枣变废为宝，因为我是一个技术

员，我会嫁接，所以我把自己的 10亩枣树嫁接

成酸枣树，酸枣需求量大，酸枣是药材，咱这

里的人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尝试着嫁接了

10亩。”

2022年，武王贵第一次尝试将红枣树嫁接

成酸枣树，同年八月就见到了效益，虽然只卖

了 2000 元，但是武王贵知道自己的尝试成功

了。2023年，经过夫妻俩大半年的精心管护，

酸枣挂果率和成活率明显提高，收益近一万元，

翻了几倍，今年，是老武种植酸枣的第三年，也

是喜获丰收的一年，红彤彤的酸枣密密麻麻缀

满枝头，颗粒圆润饱满，让十里八乡的枣农看到

了利用红枣树发展酸枣产业的未来和希望。

“我今年也 69岁了，我对这个酸枣产业非

常看好，酸枣行情一斤十几块钱，我要打造小

酸枣大产业，实现酸枣技术栽培。酸枣管理

容易，人们叫‘傻瓜栽培，懒汉管理’，它周期

短，效益高，可以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把全

县人带动起来，嫁接发展酸枣产业，让人们共

同致富。”展望未来，武王贵对打造发展酸枣

产业满怀信心。

柳林县石家咀村

嫁接酸枣树成为枣农“发财树”

图为静兴高速智能收费机器人。 王洋 摄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9 月 21 日，吕梁市电商文旅宣传推介月系列

活动方山专场在方山县北武当山绚丽开启。知名

歌手、演员孙浩与评剧艺术家毕火火空降方山县

张家塔与北武当山，通过直播镜头向全国观众展

示方山县文旅产业和农特产品。此次直播全网曝

光量高达 2700多万，直播总交易额超 400万元，总

观看人数高达 537万人次。

图①为孙浩在方山县张家塔村进行直播。

图②为毕火火在北武当山助“农”为乐。

冯凯治 王子一 摄

9月 15日，孝义老城西南片区“若

水雅院、珍馐里坊”项目举行隆重开

工仪式，孝义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清

智宣布开工。鹏飞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总裁郑鹏等参加开工仪式。

孝义老城区保护开发项目是孝

义市“一城一河一湖”三大板块文旅

转型项目中的重点项目。“若水雅院、

珍馐里坊”项目是老城西南片区重要

组成部分，由山西鹏飞集团投资建

设。按“一水、一园、一湖、一街、一

坊、两居”结构整体规划，以“孝”文化

为载体，以君子雅致生活为元素，打

造星级大院文化的精品度假主题酒

店、不同主题的餐饮院落客栈，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集文化、休闲、商业为

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让国内外游客感

受到孝义老城悠久文化与现代商业

的深度融合，是传承“孝”文化的重要

载体，是对外展示“孝”文化的重要窗

口，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惠民

工程。

近年来，鹏飞集团积极响应国家

发展战略，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转型氢能、文旅、文化传承保护等

绿色文化产业，积极投身于服务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事业中，在沁水

县开发湘峪古堡文旅康养项目、鹏飞

友谊大酒店、城隍庙商业广场、柳氏

民居等一大批文旅产业，积极参与孝

义老城区保护开发，融入到了当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鹏 飞 集 团 表 示 ，将 充 分 发 挥 资

源、技术优势，加强工程质量和安全

管理，精心组织，科学施工，确保项目

按时按质完成，努力将“若水雅院、珍

馐里坊”项目打造成为孝义市又一精

品工程、地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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