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8 日，市区文丰路桥梁工程进入最后的配套设施施工冲刺收尾阶段，即将竣工投入使用。市区文丰路桥梁工

程全长 110 米，宽 30 米，按双向六车道公路标准设计。大桥竣工投用后将极大地提升文丰路的通行能力，缓解交通压

力，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记者 郭炳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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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5 月 11 日

宣布：经中拉双方共同商定，中国 -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5 月 13 日在北

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

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主持会议。

拉共体成员国外长或代表、有关区域性国际组织负责人

将出席会议。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王雅妮） 5 月 9 日上

午，吕梁学院弘智楼一层报告厅座无虚

席，“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中国当代作家王蒙走进吕梁学院“圆梦

文学讲堂”，以“语言和文学的魅力”为

题，与广大师生展开文学交流。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没有语言就没

有概念和观念。”王蒙开宗明义指出，“语

言不仅能表达有限和无限，还能呈现看

得见与看不见的世界，它是人类认知世

界的重要工具。”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

91 岁高龄的王蒙妙语连珠，既系统阐述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又深入浅出地探讨

生命的意义。以“别来无恙”这一常用成

语为切入点，引经据典，既讲述曹操与关

羽在《华容道》中以一句问候化解危机的

典故，又谈及范雎与政敌重逢时“别来无

恙”背后的岁月沧桑。随后，通过韩信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故事，阐释了

中华文化中感恩的内涵；以老舍《茶馆》

中“牙口好时没花生米，有花生米时没

牙”的俗语，剖析对人生的哲学认识。

王蒙特别分享了他对人生境界的独

到见解。他将人生划分为四个递进层

次：从最基本的“活过”，到需要内化的

“记住”，再到具有社会意义的“分享记

忆”，最终抵达“思想传播”的最高境界。

讲座最后，王蒙寄语青年学子要用心感

受语言的精妙，在阅读与创作中培养对

生活的观察力、对情感的表达力、对世界

的想象力。

这场兼具学术深度与生活温度的讲

座，不仅让在场师生领略到了汉语言文

学的博大精深，更启发人们在快节奏的

现代生活中要学会以文学之眼审视生

命，以语言之美滋养心灵。

王蒙做客吕梁学院“圆梦文学讲堂”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近年来，我市以深化改革为引擎，全面

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在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营商环

境、扩大对外开放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我市以“1+N”高标准市场政策体系建设为核心，全面清理妨

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文件，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加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国企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吕梁

市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落地实施，圆满完成省定

目标任务，为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奠定基础。

去年以来，全市掀起全员招商热潮，全年签约项目 149个，其

中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93个，签约项目当年开工率达 71%，超额完

成省定任务 40%以上。省级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政策

支持持续优化，“三个一批”项目滚动实施，形成项目招引、落地、投

产的良性循环。我市推出支持民营经济 15条硬核举措，建立季度

民企座谈会机制，通过“面对面”“点对点”方式为民营企业纾困解

难。民营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成为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支撑。

有关部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创新打造“12345”便民热线

“五位一体”工作模式，荣获第八届全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精

进典范”和“管理创新典范”两项大奖。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全

年归集信用信息超百万条，推行信用承诺制与信用修复机制，2024
年城市信用监测排名跃居全省第二。

去年，我市积极融入“双循环”格局，实现外贸空白县清零历史

性突破，中欧班列吕梁专列正式开通，外贸进出口总量与增速双双

位居全省第三，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稳居全省第二位，对外开放能级

持续提升。

当前，我市正以“走在前、勇争先”的姿态，持续深化重点领域

改革，加速释放发展潜能，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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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郝
天鹏）“五一”小长假，位于方山县的中

国传统村落张家塔村迎来大批游客，周

边乡村游再次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热

门方式，大家纷纷走出家门、走进美丽

乡村，感受乡村气息，享受美好时光。

走进古村落，游客们穿梭于迷宫般的地

下甬道中，时而登阶，时而上坡，光影明

暗交错中，感知百年村史，品味传统文

化，学习家风民风。

“真是由衷佩服古人们的建筑智慧，

他们勤俭持家和耕读传家的家风民风，

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游客王鸿萱一边

拍照打卡一边感叹，忙得不亦乐乎。

在 逛 完 了 院 院 相 通 的 神 奇 甬 道

后，游客们穿梭在古村落的市集之中，

喝咖啡、买文创、品美食、穿汉服，感受

传统与时尚的融合；走进赵氏文化研

究所，积极参与猜字谜送“福”字活动，

在看建筑的同时，体验传统书法的魅

力。

在古村落的中心地带，饰演孙悟空

的表演者，让金箍棒在他的操控下虎虎

生风。在精彩绝伦的川剧变脸与喷火

表演节目中，身着传统戏服的演员斗篷

一挥、袖子一抖，脸上的脸谱在电光石

火间快速切换，观众看得目不转睛，鼓

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

据了解，为了做好今年“五一”假期

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吕梁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张家塔村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开设了咖啡店、火锅店、酒

吧等集餐饮、休闲、娱乐等服务场所。

并推出真人秀 RPG《赵氏风云》、设计符

合当地特色的各式文创产品，通过对文

化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进一步提升张

家塔村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满足群众日

益增长的文化旅游需求。据统计，张家

塔村“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 36000 人

次。

“五一”假期接待游客36000人次

方山县张家塔村“五一”迎来旅游高峰

四月的吕梁大地，春风激荡，广

袤田野上处处涌动着春播热潮。

在孝义市大孝堡镇东盘粮村的

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

播种机往来穿梭，农户手持量尺细致

调整播种深度，用科技与传统农艺的

融合，书写现代农业的丰收密码。

“ 播 种 深 度 必 须 控 制 在 8- 9 厘

米，深了不出苗，浅了扎不住根，这是

保障‘苗齐苗壮’的关键。”在村民马

吉虎的高标准农田里，他手持特制量

尺向记者演示着“黄金标准”，“这台

改造后的播种机搭载毫米级传感器，

株距 18 厘米、行距 60 厘米的标准化

作业误差不超过 0.5厘米。我身后这

157亩土地仅用一上午就能完成精量

播 种 ，效 率 比 传 统 耕 作 提 升 了 近 5
倍。”

在农户进行精细播种的同时，多

台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除草、翻地、

旋耕等作业一气呵成。为保障春播

顺利开展，富东农机合作社提前谋

划，对农机设备进行全面保养维护。

富东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范美俊说：

“我们提前 10 天完成了农机智能化

改造，这台‘全能王’拖拉机集成深

耕、播种、施肥、打药四大功能，搭配

北斗导航系统，作业精度达厘米级，

日均作业量比传统农机提高 3倍。”

面对今年春季高温少雨及地气

墒情变化，东盘粮村坚持科学谋划、

精准施策。“从四月中旬开始，春播工

作有序推进。我们会综合考虑种植

情况、墒情、地温、气温等因素，科学

确定播种时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主任范忠介绍说。

从“经验种地”到“数据种田”，从

“铁牛轰鸣”到“智能导航”，孝义市正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传统农业向

智慧农业加速转型。当北斗卫星定

位系统与传统农耕深度融合，当田间

传感器网络替代人工经验判断，这场

春播“科技革命”不仅奏响了丰收序

曲，更勾勒出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

本报讯（记者 刘小宇） 今年以来，

市发改委积极作为，在“两重”“两新”工

作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服务业发

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交出亮眼成绩单，为

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在“两重”“两新”工作推进上，我市

成果显著。“两重”领域，对照国家《2025
年“两重”建设重点任务》要求，常态化开

展申报培训，精心储备 168个项目，总投

资达 618.3 亿元，其中 30 个成熟度较高

的项目已报国家审核。“两新”方面，通过

印发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方

案，推动“国补+地补”双重政策落地。

目前已动态储备“两新”项目 43 个，7 个

成熟度较高的项目已报国家审核。

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我市一季度表

现突出。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95.7
亿元，同比增长 9%，高于全省 1.1个百分

点，总量居全省第六，增速列全省第七。

从投资领域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迅猛，

达 6.6 亿元，增速 66.8%；第二产业投资

51.8 亿 元 ，增 长 22% ，占 全 市 投 资 的

54.1%，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力；第三

产业投资 37.4 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亿

元以上项目投资 68.3 亿元，占全市投资

的 71.4%，增长 14.8%。分县市区来看，

11 县（市、区）均高于“开门红”目标，为

实现上半年“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奠

定坚实基础。

服务业发展同样亮点纷呈。一季

度，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269.3 亿

元，同比增长 7.4%，高于全省 3.4 个百

分点，总量全省第四，增速全省第一。

服务业七大行业全部实现增长，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营利性服务业、非营利性服务业

等行业增速尤为突出。从县市区情况看，兴县、离

石等 7 个县（市、区）增速快于全市，加上中阳，共 8
个县（市、区）高于“开门红”目标，13 县（市、区）均

实现正增长，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

要力量。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市发改委将多措并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将通过

抓进度、抓前期、抓支付三方面发力。用好“四全工

作法”，抓住项目建设“黄金期”，打通项目堵点；加快

重点工程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加快资金支付进度。服务业领域则聚焦抓政策、

抓文旅、抓入企、抓入统四项工作。持续推动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落地，出台提振消费方案；把握旅游黄

金周契机，开展文旅活动；深入企业助企纾困；开展

企业培育达规入统，推动相关行业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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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盘粮村：智慧春播绘“丰”景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近年来，我

市锚定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目标，围

绕延链、补链、强链，全力推进生猪、肉

牛、食用菌、小杂粮、马铃薯、红枣、核桃、

沙棘八大农业产业链建设，绘就乡村振

兴产业新图景，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在八大农业产业链中，肉牛、食用

菌、杂粮、马铃薯产业领跑全省，其他产

业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良好态势。目

前，全市共培育了 21户链主企业，先后开

发出了杂粮代餐粉、小米油、小米锅巴、

杂粮方便面、木耳蜜饮、蜂蜜面膜、核桃

肽、沙棘饼干、沙棘茶等 100 余种系列产

品和功能食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0%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200 亿元，

带动近 40 万户农户就业，户均增收 5000
元，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肉牛产业链以 83万头的饲养量位居

全省第一，全产业链产值 64 亿元。食用

菌产业链生产规模达 1.5亿棒，鲜菇产量

约 1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 12亿元，规模、

产量、产值均居全省首位，形成了交口、

中阳、临县 3 个食用菌基地县，辐射带动

香菇主产区、黑木耳主产区、珍稀菌类生

产区，构建了“三县带三区”的联动发展

格局。临县建成 2个千亩产业园区，链主

企业中阳心言公司建成 1000栋高标准大

棚，年种植黑木耳 4000万棒，创新开展黑

木耳太空育种，培育新质生产力，年营业

收入突破 1亿元。

生猪产业链成绩斐然，饲养量达 380
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 70 亿元。依托省

财政资金 2亿元支持，实施了全省唯一的

生猪全产业链试点项目，并创新开展“保

险+期货”模式，累计为 210 万头生猪投

保。汾阳市建成年屠宰 100 万头生猪全

产业链项目，链主企业山西新大象公司

在 全 省 布 局 生 猪 产 业 ，年 营 业 收 入 达

53.89 亿元，交口南山百世食安公司年营

业收入达到 1亿元。

杂粮产业链种植面积 160.12 万亩，

居全省第二，全产业链产值 15.5 亿元。

全市打造了 8 个千亩级有机旱作示范园

区 ，创 建 了 22 个“1+N”技 术 推 广 示 范

片，汾阳市、兴县实施总投资 7000 万元

的谷子产业集群项目。兴县成立晋绥

杂粮研究院，在专家指导下建设杂粮种

业基地，培育并认定 5 个新品种，创新推

出“兴县杂粮宴”，兴县荣获“中国杂粮

之 乡 ”称 号 。 临 县 青 塘 村 打 造 的 年 产

1000 万只粽子产业园产值达 1 亿元。链

主企业汾阳汾都香公司年营业收入达

3.8亿元。

马铃薯产业链种植面积 58.87万亩，

居全省第二，全产业链产值 5.4亿元。岚

县成为全省最大的脱毒种薯研发和培植

基地，打造“土豆种-土豆花-土豆-土豆

宴”产业链，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岚县

马铃薯”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24年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链主企业岚县康农

薯业带动全县脱毒种薯覆盖率提升到

90%以上，商品薯亩均增收 500元以上。

此外，红枣产业链面积稳定在 154万

亩，占全省的 32%，全产业链产值 12 亿

元；核桃产业链面积稳定在 268 万亩，占

全省的 36%，全产业链产值 25亿元；沙棘

产业链面积达到 74万亩，占全省的 24%，

全产业链产值达 3亿元。

打造一个品牌，兴旺一方产业，富裕

一方百姓，如今，我市八大名特优农产品

名片越来越亮，释放着无穷潜力。我市

将持续扶持培育壮大链主、龙头企业，通

过政策赋能、资源整合，提升核心竞争力

和辐射带动力。聚焦精深加工、冷链物

流、科技创新、产品追溯等薄弱环节，做

强全产业发展链条。同时大力实施品牌

强农战略，创新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打造

“吕梁山土特产”为主的品牌矩阵，不断

提升产品竞争力、带动力，促进产业发展

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产值突破200亿元，带动就业农户近40万户，户均增收5000元

我市特色农业重点产业链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讯 （记者 李亚芝） 4 月 28
日，我市成功落地首笔 DVP（券款对付）

常备借贷便利业务，金额 1亿元。这一

开创性举措在优化金融市场流动性管

理、提升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效率等方面

意义重大，为我市金融市场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

常备借贷便利业务是人民银行以

质押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的工具。在 DVP模式下，金融机构向人

民银行成功申请常备借贷便利业务后，

债券与资金同步交割，有效保障了交易

的安全性与高效性。为了推动这笔业

务成功落地，人民银行吕梁市分行与存

在资金缺口的金融机构双向对接，从业

务指导到操作培训，提供“一对一”专属

服务，确保金融机构对 DVP常备借贷便

利操作“零障碍”。流程电子化革新，积

极推动操作流程全电子化改革，金融机

构仅需提交申请报告，后续审批、合同

签订等环节均通过线上完成，简化了办

事流程，提升了业务办理便捷度。资金

快速审批，“一键成交”模式，极大缩短

资金审批周期。以此次首笔业务为例，

从金融机构提交申请到最终获得资金

支持，全程仅耗时几分钟，较以往传统

的线下模式，办理时间显著缩短，资金

融通时效性得到质的飞跃。

此次首笔业务的成功落地，是人

民银行吕梁市分行积极推动货币政策

工具创新应用，服务地方金融市场的

重要成果。下一步，人民银行吕梁市

分行将继续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支持力

度，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运用货币政

策工具，为吕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

牢金融支撑根基。

我市首笔DVP模式常备借贷便利业务成功落地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