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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汾阳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广场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盛会——

2025 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此次

招聘会由汾阳市人民政府精心主办，汾

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全力承办，

同时得到了汾阳市总工会、汾阳市教体

局、汾阳市工科局等 8 家单位的积极协

办，以“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暖民

心”为主题，于近日盛大举行，旨在为用

人单位与求职者之间构建起一座高效、

便捷的供需对接服务桥梁。

活动当日，广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求职者们带着对新一年的满满期

许，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眼神中闪烁

着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希望与憧憬。现场

气氛热烈，涌动的人群仿佛是对美好生

活追求的生动注脚。

据悉，此次招聘会吸引力十足，成功

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 76 家优质用人单

位。这些企业带来了近千个就业岗位，

岗位类别丰富多元，涵盖了餐饮、电子信

息、商贸服务、教育培训等多个热门领

域，充分满足了不同学历、不同技能水平

求职者的需求。

在各个企业展位前，求职者们纷纷

停下脚步，仔细浏览招聘信息，并主动与

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交流咨询。企业工

作人员热情满满，不仅积极发放招聘资

料，还耐心细致地为求职者介绍招聘岗

位的具体要求、薪酬待遇等关键信息，对

求职者提出的问题一一给予详细解答，

现场互动氛围浓厚。

其中，杭州就业中心的展位前尤为

引人注目。一位招聘企业负责人介绍

道：“这次我们杭州就业中心精心挑选了

15 家用工规范且用工量大的企业来到

现场，共提供了近 3000 个岗位，涉及餐

饮旅游、现代制造及机械等行业。杭州

有着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发展机遇，我们

期望这些岗位能够吸引汾阳当地的务工

人员前往杭州就业，实现个人与企业的

共同发展。”

在招聘会现场，一位求职者感慨万

千：“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丰富的

岗位，真心觉得机会难得。特别感谢汾

阳市政府为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

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这么多优质

的就业资源，大大增加了找到理想工作

的机会。”

为了让求职者更深入地了解就业扶

持政策以及劳动权益保障服务，招聘会

现场特别设置了政策宣传区。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求职者

提供贴心的一对一服务，详细解读相关

政策，从就业补贴到创业扶持，从劳动法

律法规到权益维护途径，力求让每一位

求职者都能清楚知晓自身权益，让就业

服务真正深入人心。

此次“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汾阳市

的求职者提供了众多就业机会，也为企业解决用工需求提供

了有力支持，更彰显了政府部门积极作为、服务民生的责任担

当。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更多的求职者将在新的一年

踏上理想的工作岗位，开启人生新征程。

（文/郝健 图/郑建伟）

本报讯 近日，汾阳市召开重大项目建设

年推进会，进一步凝聚汾阳市力量，统一思

想、提振信心，以实干为导向，激励汾阳市上

下鼓足干劲、奋勇前行。通过深入开展重大

项目建设年行动，力求以项目建设的扎实成

果，为全年经济工作筑牢坚实基础，实现开门

红、起好步。

会议通报了汾阳市2024年项目建设情况，安

排部署2025年项目建设工作；汾阳市统计局、市发

改局相关负责人对当前全市经济形势及项目建设

状况展开了深入分析研判，基于专业视角，提出

了一系列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后

续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汾阳市工科局、

汾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工业经济、商务

工作如何实现首季“开门红”，并顺利达成全年总

体目标进行发言，明确了各自领域的工作思路与

重点任务。杏花村镇相关负责人也就做好项目

服务保障工作，阐述了具体举措与决心。

回顾 2024 年，汾阳市上下紧盯“双百双

亿”项目，以“五个一”工作机制为抓手，坚持

每月开展调度研究。汾阳市上下对项目建设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工作力度持续加大，项

目建设氛围愈发浓厚，即便在形势严峻复杂

的情况下，仍取得了新的突破与进展。

会议强调，2025 年汾阳市项目建设工作

要狠抓“要点”谋划项目，结合汾阳市实际情

况在一二三产业链共同发力，围绕新型城镇

化建设、白酒产业链、特色农业种植、煤炭焦

化、酒文旅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持

续谋划一批优质项目，构建“大项目顶天立

地、小项目铺天盖地”的工作格局；要紧盯“节

点”推进项目，建立一个重点项目由一位市级

领导包联的工作机制，从办理前期手续、开工

建设到竣工投产，全流程跟踪盯办，全周期服

务建设，主动深入项目一线调研帮扶，协调解

决难题，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要破解“堵点”攻

坚项目，建立职责明确、责任明晰的建设项目

用地保障责任协同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优化

审批流程，整合审批事项，及时跟踪项目审批

动态，提升项目手续办理效率，加强政银企对

接，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进一步拓宽

项目资金来源渠道，着力破解项目建设过程

中遇到的土地、审批、资金等难题，形成推动

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为汾阳市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会议强调，汾阳市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重点

工作任务，着力攻坚克难，确保谋划储备、统筹

调度、要素保障等工作落实到位。要秉持实干

争先的精神，强化责任担当意识，紧盯目标任

务狠抓落实，围绕落实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

极思考办法。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充分利

用一切有利条件，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各项工

作提质增效，为汾阳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任梦雅）

汾阳市：发力重大项目建设年 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 2月 25日，汾阳市召开市级领导

包联项目安排部署会议，动员汾阳市上下进

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以“重大项目建设

年”行动为契机，通过落实汾阳市级领导和各

职能部门双包联项目制度，建立健全项目推

进工作机制，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

效，圆满完成全年投资目标任务，为汾阳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宣读了《关于落实市级领导和职能

部门双包联项目制度 大力推动“重大项目建

设年”行动的通知》，明确了汾阳市 63 个重点

项目的包联领导和责任部门，为后续工作的

有序开展奠定了清晰的责任框架。

会议强调，要抓责任落实。各项目包联

领导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落实项目包联责

任，亲自研究项目建设工作，主动了解项目实

施主体和责任部门，尽快熟悉负责项目情况，

统筹解决项目建设中的资金审批、手续办理

等问题。各项目责任单

位要实时掌握项目建设

动态，定期向包联领导

汇报项目建设进度，反

映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协

调解决的事项，确保发

现问题早反馈、早协调、

早解决。各工作专班要

尽快抽调人员，细化项

目建设流程，倒排工期，

定 任 务 、定 时 间 、定 措

施，及时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确保项目顺利

推进。要抓项目开工。

各项目包联领导和责任

部门要紧盯具备开工条

件的项目，尽快协调施

工单位入场，全力做好

项目建设需要的水、电

等要素保障，将落下的

时间“抢回来”，将落下的进度“补起来”，确保

开复工率实现“赶超”。对暂不具备开工条件

的项目，要加快前期手续办理，提高项目成熟

度。要抓资金争取，坚决摒弃“等靠”思想，全

面摸排目前存在资金困扰的项目，主动与企

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对接沟通，鼓励引导

更多资金投到项目中来。要加强政银企对

接，鼓励银行机构拓宽抵质押品范畴、提高信

用贷款比例，切实解决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短

缺问题。要抓手续办理，汾阳市相关部门要

成立联合服务小组，尽快梳理项目手续办理

存在的堵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具备“多证齐发”的企业和项目，提供项目

用地报批、土地供应、规划审批、验收等绿色

通道，实行容缺办理，推动项目手续快审快

批。要抓督导考核，汾阳市级包联领导要对

包联项目经常性开展督导检查，各工作专班

要定期召开协调推进会，形成常态化、制度化

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将项目建设作为考察

识别干部的重要战场，做到奖惩分明。对勇

于担当、勇于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对推诿扯

皮、得过且过的干部坚决撤换、绝不手软！

会议要求，责任要再压实。汾阳各市级

包联领导要迅速下沉一线，对照包联项目清

单，逐项研究推进措施，做到“一个项目、一名

领导、一抓到底”。包联责任单位和属地镇、

街道要主动作为，紧盯用地、资金、审批等堵

点难点，形成问题清单，限期解决到位。协作

要再强化。汾阳市级包联领导要以上率下，

精准施策，深入项目一线指导协调项目立项、

土地、环评、能评等前期审批手续办理，协调

解决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问

题，从项目前期到投产一包到底，提供保姆式

服务。督查要再严格。汾阳市委、市政府督

查室要联合相关单位每月通报项目进度，对

推进缓慢、落实不力的单位下发督办函。汾

阳各市级领导要切实强化调度，坚决杜绝市

级领导“只挂名、不履职”现象，确保项目建设

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任梦雅）

“铁雁镇石雁，清官永不断”这句熟悉的民谣

世代相传，倾注了汾阳人从古至今盼官清廉的美

好愿望。而说到这对铁双雁，这该是真正属于汾

阳的标志，两尊大气美观的落地大雁造型铁凤

凰，立在北城墙上凝望子夏山数百年之久，那里

凝聚了汾州古城的魂。

汾阳铁双雁，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陕

西周至县举人刘一 任汾州府知县时所铸。两

只铁双雁矗立于汾州府北门城墙上距城楼约不

到百步的地方（现今胜利东街），记载和实物都显

示，这原先是一对铁凤凰，铁凤凰高约 1.5米，长

约 1.3 米，亭亭玉立于铁质底墩之上，底墩分三

层，高约 0.8米，各层铸有龙凤在山林间嬉戏的图

画，铁底墩又立于用砖砌成以石铺面的约一米高

的方体高台上。这对铁凤凰，仰首挺胸、仪态万

方、坐北向南（汾阳城为西北、东南向的四阳城，

实际上是西北向东南）、俯瞰城区。

一对铁雁，因何成为汾阳人眼中的神物？它

们因何而铸？为何要警视西北方？个中缘由皆

起于一首民谣。“石雁照汾州，清官不到头”。原

来，汾阳城西北二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危岩峥

嵘的子夏山，山势如同从天边扑冲而来的雁阵。

明成化版《山西通志》记载：“子夏山在文水西南

二十五里，汾州西北四十里。青山险峻，层岩叠

嶂，如黛如画，颇有意蕴。山石结构以纵向成层，

外观颇为奇峻。又因远视上形成石雁展翅之势，

故又名石雁山。”明代，风水学盛行，有人观此山

形脉颇似雁阵飞掠，于是，有好事者曰“石雁喙对

汾州，于汾不祥”，民间开始流传石雁冲了汾州城

的风水，因此，清官都得不到好的下场。

民谣自然也是有所指的。明朝时，汾州城内

有两座郡王府，一个是庆成王府，一个是永和王

府。第一代庆成王叫朱济炫、永和王叫朱济 ，

他们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两个孙子。两座王府的

王爷，在繁华的古汾州城内，享荣华，受富贵，作

威作福。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山西巡抚魏

允贞上书：“州有两藩邸，子孙以千百，乘势啮小

民，持吏短长，州吏权轻，不足弹压……”原来，明

代汾州的当政者都有一个难言的苦衷，那就是藩

王干预政事。庆成王和永和王倚仗权势，往往使

地方官不能按规矩行事，且动辄得罪，卷铺盖走

人。

朝廷便于同年升汾州为府以予牵制，但地方

官仍受二府掣肘。这似乎恰恰印证了人们的传

言：“石雁照汾州，清官不到头。”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的一天，时任汾

州知府的刘一 （quán 陕西周至人）正因藩王干

预州府拨放赈灾粮款一事犯愁。他独自爬上古

城墙，踱步思量，不知所措。“石雁照汾州，清官不

到头……”突然间，这句连小孩子都会唱的民谣

不知从哪里传到刘一 的耳中，刘知府驻足，望

着西北方子夏山那雄伟的雁阵，心中有了想法。

刘知府让人请来了平遥县铸铁大师齐氏兄

弟，取凤凰为百鸟之王、象征天下太平之意，铸造

了两尊铁凤凰，置于城墙北门城垣之上，与子夏

山遥遥相望，借以镇压石雁的气势。说来也怪，

自从有了这对铁凤凰，果然清官的命运好多了。

知县刘一 铸铁雁后，随即也官晋一级，升任道

员。这个巧合，使得之后的历代地方官对铁雁情

有独钟，保护之、歌咏之。而民众，似乎也对铁雁

的神力予以认可，成为汾阳人心目中的护佑神。

清代约咸丰年间，铁雁已成汾阳城一景，汾

州府知府曾作诗《铁凤歌》以咏之：

铁凤歌
西河环绕山崔嵬，撑空一气排云开。

斜抱郡城走东北，忽然掉尾峰峦回。

峰峦回处峰形幻，何年化石成群雁。

其羽载戢风载，俯瞰城中官民患。

官民交患何可当，熔金为铸双凤凰。

廉吏精诚资捍卫，山灵慑伏报嘉祥。

我闻雨 占时若，遂有大鸟巢阿阁。

上翔千仞览德辉，陋彼堂成来燕雀。

又闻化洽风俗移，时有 鸣西岐。

集曰归昌晨应世，凡羽岂敢争雄雌？

劫来雉堞周遭步，摩挲古物增遥慕。

绣起斑驳具神威，阵字微茫堕烟雾。

谁与作镇挽颓风，前有刘公后岳公。

鹗荐鹏升略相似，蝗迁虎渡将毋同。

新词欲倩杨雄吐，志未全伸借诗补。

凤兮凤兮用为仪，永奠此邦万万古。

约清代光绪年间，李荣达再写《铁凤歌》一

首：

我闻汉时凿昆明，跨池刻石腾长鲸。

又闻将军马新息，爱马熔铜作马式。

良马备战争，长鲸吞巨浪。

熔铜刻石总徒然，盛世文明非所尚。

君不见，

丹穴山头九苞禽，时清鸣集高冈上。

吾汾形胜号名区，城北林峦互郁纡。

何时石化随阳鸟，传道难还合浦珠。

贤守因之捐鹤俸，城头特铸双威凤。

藉把民谣一涤除，至今美迹人争颂。

当年手握王麟符，爱民何异凤将雏。

不比鹰雕徒捕击，戴仁佩义民讴衢。

永泰门高霭紫氛，朱楼飞翼本齐云。

一从作镇蹲灵鸟，瑞日时含五色文。

五文祥彩照清宇，岳公远继刘公武。

清风一鹤早高骞，德辉共欲昭千古。

律协归昌传雅乐，新歌漫拟资扬摧。

况值熙朝德化隆，伫见鸣岐来 。

后来，民间又有谣云：“铁雁镇石雁，清官永

不断”。可以说，铁雁倾注了汾阳人世世代代盼

官清廉的美好愿望。

传言也有人曾问道：凤凰的尾巴不是很华丽

的吗？那时候的老人们会说：那是凤，已经飞走

了，只留下凰，后来人们又依照凰的形状重铸了

一只，当然就是这样的了，不信你去看，飞走的那

只是空的。也有人真的去验证，爬到高台上抱着

凤凰左看右看，果然其中的一只，腰部有一个课

本大小的长方形小门，再看，就看到上面刻着“大

清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吉日铸造。平遥县合张家

砂院金火匠人净揽到汾州府新铸铁凤凰一对，言

定价钱伍佰千整。”的字样。现在的一对中，有一

只是依凰补铸的。后来看到《汾阳县志》上说，

“由于年深日久、风雨剥蚀以致铁凤凰毁坏，于清

嘉庆（丙子（1816））太守岳公样继铸焉。”但《县

志》也没有说是铸了一只还是两只。

就这样，这对被汾阳老百姓视为吉祥之物、

镇城之宝的铁双雁，足足守护了汾阳百姓 400多

年。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被汾阳人视为神物的

铁雁被调到太原，置于新建的迎泽公园北门，成

了省城最大的一座公园迎来送往的吉祥物。嗣

后，不知何年何月，便又不知去向。从此，那造型

优雅、俏丽的铁双雁便从汾阳人的视线里消失

了。

就在诸多人士苦苦寻觅无果时，2003年，一

幅来自大洋彼岸的照片带来了铁双雁的原型。

据汾阳中学博物馆老师介绍，当年铭义中学首任

校长美国籍恒慕义及儿子恒安石在汾州捐募建

校的图纸及校园生活等影像资料都存放在美国

卡尔顿大学档案图书馆。

汾阳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铁双雁的重铸工

作，从 2003年至 2010年岁末，曾三次组织有关专

家进行审稿，了解掌握仿古铸造工艺。经过长达

七年的研究和铸造，铁双雁终于落成，并重新昂

首站立在汾阳古城墙上。至此汾阳百姓众盼所

归而历经磨难的铁双雁又重新开始为百姓祈福。

一个传奇故事，倾注了汾阳人民世世代代盼

官清廉的美好愿望。一对铁凤凰，被世世代代的

汾阳人视为吉祥之物。冬日的暖阳温和地照着

汾阳城，古城墙头上，一对体态矫健的铁雁引颈

向北、锐目远眺，像一对卫士，庄严地守护着汾阳

人民。

（陈月飞整理）

汾州文物——铁双雁

汾阳市全面部署重大项目包联工作

汾阳市市级领导包联项目安排部署会议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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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汾阳市举行 2025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现场

汾酒 2030技改原酒产储能扩建项目（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