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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史家堡村

“十元礼金”撬动民生幸福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袁晓

倩） 近年来，汾阳市阳城镇史家堡村坚持

党建引领，以移风易俗为乡风文明建设的

切入点，通过建章立制、宣传动员、党员带

头等多种形式，推动十元礼金改革、设立

积分超市营造党建引领、党员示范、党群

共治新局面，弘扬农村文明新风尚，进一

步助力乡村振兴。

十元小礼金彰显民生大温暖。史家

堡村党总支牵头成立红白理事会推进移

风易俗，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

经“四议两公开”程序制定新规：由党员干

部带头，严禁举办满月、周岁、暖房等非必

要宴席；婚丧嫁娶限定礼金 10元，倡导喜

事简办、杜绝铺张攀比，白事禁用乐队。

新规的实施显著减轻村民们的人情

负担，年户均宴席支出由 8000元降至 780
元。在党总支的引领下，一些村民做起公

益事业：自筹资金硬化村道 3.5公里，安装

太阳能路灯 32盏；建立关爱基金，每年为

60岁以上老人和低保户发放米面油，累计

资助优秀学子 212 人次。红白理事会实

行“党支部委员+党员代表”双监督制，两

年累计劝阻 17 场非必要宴席。通过“党

员户挂牌亮诺”“积分榜公示”等方式，形

成“支部抓理事、党员作示范、群众齐参

与”的治理体系。

让 积 分 数 据 成 为 基 层 治 理“ 晴 雨

表”。史家堡村以“十元礼金”改革为抓

手，牵头建立“党建+爱心超市”积分体系，

组织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共同制定 6大类

22项文明行为评分细则，村民通过参与文

明实践累计积分，兑换粮油、日化等生活

物资，超市运行两年间，通过“党员包片联

户”机制发动 180 余户村民参与兑换，累

计消耗 9690积分发放物资 300余份，其中

45%积分源于红白事简办、环境治理等移

风易俗实践。史家堡村党总支通过兑换

物资洞察民生需求，增设健身广场、优化

日用品供给，爱心货架成为民生需求的

“感应器”。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近日，市商

务 局 联 合 市 财 政 局 印 发《关 于 开 展

2025年农产品上行快件补助工作的通

知》，全面启动本年度农产品上行快件

补助申报工作，以真金白银助力乡村

振兴。

作为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该

政策自 2023年实施以来成效显著。数

据显示，两年间已累计为全市 113家电

商企业争取到超 1464 万元的资金支

持，带动了红枣、核桃、小杂粮等吕梁

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快速增长，成

为推动农产品上行的重要引擎。

2025 年 农 产 品 上 行 快 件 补 助 政

策，补助对象为在我市开展农产品及农

副产品网络销售的经营主体，且 2025
年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网络销售达到 2
万元（含）以上，快递单量 1000 单（含）

以上。补助范围为 2025年经营主体通

过电商平台销往本县（市、区）域以外地

区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物流快件，具体

包含粮食、食用豆类、薯类等 15大类产

品，发货地需在山西省域内。符合条件

的经营主体可享每件快件 1元补助，单

个主体年补助上限 100万元。

据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负责

人介绍，本年度补助申报采用“分批

次、动态化”管理，首批申报已于 4月 1
日启动，覆盖 1至 3月发出的快件。市

商务局将结合工作实际，持续加大政

策宣传解读力度、优化补助申报流程，

不断扩大政策受益面，确保符合条件

的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吕梁特色

农产品正加速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

餐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我市启动2025年农产品上行快件补助
申报单件补贴1元畅通农副产品“出村进城”通道

本报讯（记者 张娟娟） 近日，从国家

卫生健康委传来喜讯，我市医疗卫生领域两

位杰出代表载誉而归。市人民医院骨科二

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薛晓峰荣获“全国

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石楼县龙

交乡下庄河村卫生室村医辛平斩获“白求恩

奖章”，辛平也是此次山西唯一获此殊荣者。

3月 3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公布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

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名单。此次全国

共授予 326个单位“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

进集体”称号，749名同志荣获“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30名同志获

得“白求恩奖章”。

辛平扎根乡村近30年，始终坚守在基层

医疗一线。他不辞辛劳，穿梭于山野之间，

累计诊疗患者 5万余人次，行程超 30万里。

每年为村民提供服务达2000人次，骑坏6辆

摩托车。即便在妻子离世后，辛平依然一边

精心照顾孩子，一边奔波在治病救人的道路

上，以无私奉献赢得了村民的信赖与赞誉，

大家都称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薛晓峰作为吕梁市人民医院的骨干

医师，多年来在骨科领域深耕细作，以精

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为众多患者解除

病痛，此次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

工作者”称号，是对他多年来辛勤付出和

突出贡献的肯定。

1992年，卫生部联合人事部开始在全

国卫生系统范围内表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授

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卫

生健康先进工作者”和“白求恩奖章”等称

号。至今，共有 1830个集体、4589名个人

分别获得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称号，97
名个人获得“白求恩奖章”。

我市两名医师荣获国家级卫生健康荣誉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 11日宣布：

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苏林、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

梁强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 4月 14日至 15日对越

南进行国事访问。

应 马 来 西 亚 最 高 元 首 易 卜 拉

欣、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4 月 15 日至 18
日对马来西亚、柬埔寨进行国事访

问。

习近平将对越南、马来西亚、
柬 埔 寨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146 公里健身步道蜿蜒于城市街巷，

“15分钟健身圈”从规划变成市民触手可

及的幸福；5.1 亿元体彩公益金如春风化

雨，从全民健身设施的提质到青少年体育

训练的深耕，每一分投入都浸润着为民初

心；村头篮球场的欢呼与校园训练营的汗

水交织，见证着吕梁体育如何让城乡共

融、让活力共享。

去年以来，我市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指引，锚定“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在群众体

育、竞技体育、体旅融合等领域多维发力，

用一场场赛事、一项项工程、一串串数据，

勾勒出体育赋能城市发展的壮丽图景。

黄河之畔，吕梁山下，我市体育事业

春潮涌动，正以蓬勃之势书写着全民健康

与城市活力崭新篇章。

全民健身潮涌
健康吕梁成色更足

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根基，亦是城

市活力的源泉。近年来，我市以“全民健身”

为支点，撬动城市健康生活方式深层变革。

2024 年，全市举办轮滑锦标赛、沿黄

公路马拉松等 50 余场赛事，参与人数突

破 25 万人次。赛事种类丰富多样，涵盖

足球、篮球、乒乓球、门球、航模、平衡车、

马拉松、钓鱼等多个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

形式，为全市营造了体育健身科学化、生

活化、常态化、全民化的氛围，有力推动我

市全民健身活动提档升级。

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民

生幸福的基石，也是城市健康发展的活力

纽带。一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以全省群众文

化活动和省运会群众赛事为牵引，举办健

身气功、武术、太极拳、轮滑、羽毛球等市

级比赛。同时，围绕传统节日和重要时间

节点，举办吕梁市第二届农民运动会、体

彩杯足球赛、轮滑马拉松比赛、市直机关

篮球联谊赛、2024年“贾家庄杯”吕梁市村

BA 男子篮球赛、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

赛（晋超联赛）等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

其中，“晋超联赛”篮球赛掀起全民观赛热

潮，县级预赛超千场的基层选拔、4600余

名球员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吕梁代表队历

史性摘得全省季军，成为群众体育厚积薄

发的生动注脚。

另一方面，我市积极推进大型体育场

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吕梁市体育馆、吕梁

市游泳馆和孝义市体育馆等 9家场馆“免

费低收费开放”，让“惠民体育”真正走进

百姓心坎。

全民健身热潮的背后，是专业化服务

体系的强力支撑。2024年，吕梁市全面加

强全民健身组织和队伍建设，不断强化

“体育总会+老年人体育协会+社会体育指

导员协会+单项体育协会”3+X 体育组织

模式。2024 年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 440
人，其中国家级 15人，一级 16人，二级 361
人，三级 48人。

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让全民健身从

“政府主导”迈向“全民共建”，体育真正成

为凝聚人心的纽带。

赛场锋芒尽显
吕梁健儿逐梦前行

竞技体育是城市精神的风向标，亦是

综合实力的试金石。2024年，在省第十七

届运动会备战冲刺的关键阶段，我市体育

系统以创新为引领，通过优化项目布局、

拓宽人才渠道、夯实后备根基等举措，构

建起立体化备战体系，为争创历史最佳战

绩积蓄澎湃动能。

一年来，我市系统总结省十六运备战

经验，紧扣省十七运竞赛规程调整方向，

创新实施“优势巩固+新兴突破”双轨战

略。在保留传统优势项目基础上，新增足

球（丙组）、三人制篮球、排球（乙组）等 3
个集体项目，同步拓展皮划艇、体操、艺术

体操等潜力项目。

“过去只能依靠体校培养运动员，现在

俱乐部和学校成了我们的新阵地！”市体育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对市体校承接能力

不足的客观现实，我市大胆突破，开创“体

教融合+社会参与”的协同发展模式，引入

10家俱乐部、7所学校承接省十七运备战

任务，形成“体校+社会”双轮驱动模式。

更令人振奋的是，2024年我市积极发

动各项目训练点引进高水平运动员，共计

13个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加盟吕梁战队，为

冲击奖牌注入新鲜血液。

2024 年 8 月 17 日，2024 年全国 U17
射击锦标赛甲组女子 10 米气步枪决赛

中 ，来 自 孝 义 中 学 射 击 队 的 刘 鉴 萱 以

246.6 环的成绩荣获第一名；2024 年 9 月

26日，全国青年跆拳道精英赛暨甲组预赛

（第二站）上，我市跆拳道运动员王梓露获

得全国青年赛 59公斤级冠军。广大青年

健儿以拼搏姿态诠释体育精神，以青春风

采为家乡争光。

与此同时，省级赛场同样捷报频传：

600余名吕梁运动员在田径、游泳、拳击等

15 个项目省级锦标赛中共斩获 9 金 8 银

12铜，这些成绩不仅刷新了吕梁竞技体育

的高度，更点燃了全市上下“为家乡而战”

的豪情。

从晋超联赛勇夺季军的突破，到沿黄

公路自行车赛、半程马拉松赛的圆满举

办，竞技体育的吕梁篇章，正以锐不可当

之势迈向更高舞台。

体育赛事赋能
文旅融合活力迸发

九曲黄河的壮阔与吕梁山脉的雄浑，

在 2024年春夏之交碰撞出体育与文旅深

度融合的璀璨火花。

5月 19日，“沿着黄河看吕梁”2024中

国碛口半程马拉松赛在碛口古镇鸣枪开

跑。3000名参赛选手沿着“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奔跑在吕梁“最美赛道”上，领略

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晋商文

化，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针对此次赛事，我市文旅部门为来自

全国各地的跑者送上了一份吕梁市游览

大礼包——在比赛结束一周时间内，吕梁

市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对参赛选手免首道

门票，参赛选手可以拿上号码布游览吕梁

市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奔跑时耳边是黄

河涛声，眼前是千年古镇，这比奖牌更令

人难忘。”来自临汾的跑者王永田夺冠后

感慨道。

7 月 21 日，“沿黄骑行看吕梁”柳裕

杯·2024 年“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

公开赛在柳林县激情开赛，500余名骑行

爱好者沿黄河岸畔破风疾驰，在酣畅淋

漓的竞技中饱览“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

山水画廊，感受吕梁人文与自然交织的

壮美诗篇。赛事期间，黄河岸畔的民宿

集群灯火通明，各类特色美食摊点排起

长龙，印证着体育流量向消费能量的成

功转化。

政策引领下的产业共振，催生出可持

续发展的经济生态。一场场高品质体育

赛事活动，不仅为吕梁带来了直接的经济

效益，更间接拉动了我市餐饮、住宿、旅游

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我市坚持融合创新发展，充

分挖掘体育消费潜力，将“体育+”和“+体

育”积极融入全市现代产业体系，通过构

建“赛事搭台，经济唱戏”的赛事经济格

局，不仅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更

为吕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当半程马拉松选手的脚步叩响碛口

古镇的青石板路，当自行车赛道的疾风掠

过黄河岸边的千年枣林，体育赛事与地域

文化的交相辉映为吕梁体旅融合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

体育强则城市强，体育兴则百姓兴。

站在新的起点回望，从城市健身步道的延

伸轨迹到校园足球的蓬勃气象，从城乡体

育场馆的升级换代到全民健身活动的四

季欢歌，每一步跨越都凝聚着吕梁全体市

民的共同奋斗，每一次腾跃都见证着这座

城市拔节向上的力量。

放眼当下，体育精神已深深融入吕梁

发展肌理，成为提升吕梁市民幸福指数的

活力源泉。

体育为笔，绘就活力吕梁新画卷
——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综述

图为群众正在城南工业主题公园体育场健身。 记者 刘亮亮 摄

倡导移风易俗倡导移风易俗 弘扬文明新风弘扬文明新风

在吕梁山上，一座承载千年文脉的商贸古镇——柳

林县穆村镇，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创新发展的时

代思维，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文化盛、百姓富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作为柳林县城的“西大门”，地处城郊的穆村镇，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太中银铁路、孝柳铁路双轨并行，汾

柳高速与 307 国道纵横交错，形成晋陕物流黄金通道。

境内 4#主焦煤资源禀赋突出，华晋焦煤、柳林电厂等大

型企业集聚，为镇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立足“城郊

经济圈”定位，该镇构建起“特色农业+商贸物流+文旅融

合”的立体产业体系，以紫皮蒜、木耳、湖羊、腐竹等特色

产业蓬勃发展，以大金鹏生活广场为核心的现代商圈服

务体系日臻完善。高标准建设的建材市场、物流仓储市

场、运输市场和蔬菜批发市场，联接周边、辐射晋陕，形成

了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的商贸格局。

漫步穆村明清一条街，魁星楼飞檐斗拱，镜悬楼雕梁

画栋，五凤楼古色古香，林立的百年商铺诉说着“晋西首

村”的辉煌过往。近年来，穆村镇大力加强非遗文化保

护，古建筑遗存、旱船秧歌、穆村盘子、闫家芝麻饼、穆村

紫皮蒜等非物质遗产成功申报，一、二村委的国家级传统

古村落的品牌命名，确立了穆村古镇的文化传承和发展

方向。同时，穆村镇还探索出“旅游+”的联动发展模式，

深掘历史资源，保护性开发二村委明清古街，留住了乡愁

记忆;赓续传承红色血脉，培塑以三村委烈士陵园为主线

的红色教育基地，涵养了家国情怀，让古镇穆村真正成为

了看得见未来、留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把党委会开到田间地头！”穆村镇以首创精神推行、实

践的“党委一线工作法”，通过将党委会议下沉至村居、企

业、学校，解决了道路硬化、企业用工等一大批实际问题，打

通了服务基层“最后一米”。通过村企联动，穆村镇 出资

源互补新路径，贯头、大凹移民搬迁工程让村民们住进现代

化社区，华晋焦煤持续投入 600余万元对煤矸石堆场进行

的生态恢复治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惠及9个行政村。

如今，穆村这座千年古镇正以“每天绽放新精彩”的

姿态阔步前行。从明清商埠的驼铃悠扬到现代物流的车

流如织，从耕读传家的书院墨香到智慧农业的数字赋能，

穆村镇用实践诠释着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共生，一幅镇域

经济强、生态环境美、文化底蕴厚、民生保障实的乡村振

兴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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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孝义市高阳镇临水村金龙绿色有机大棚里，悠久幼儿园 300余名萌娃

开启了一场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春天探索之旅。

在老师的带领和讲解下，萌娃们有序进入了草莓、西红柿种植大棚，温暖潮

湿的空气里，果香扑面而来，萌娃们看见色彩艳丽，饱满的果实，小心翼翼地穿

梭在垄间，开始采摘着他们眼中的各色“宝石”，以充满童真的视角，见证了科技

与自然的奇妙交融。 孙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