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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群众信访举报受理方式公告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新华社北京 5月 31 日电 6 月 1
日出版的第 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

文章强调，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

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作出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

大决策，确立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

的奋斗目标，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

文章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

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

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

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

同力、国际影响力。建设这样的教育

强国，必须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

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

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

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

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开放互

鉴的国际合作体系。

文章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

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正确

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

关系、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培

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规范

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扎根中国大

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下转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 快 建 设 教 育 强 国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5 月 30
日，市长熊义志深入离柳集团，就煤

矿智能化建设、煤炭企业高质量发

展及安全生产工作进行调研。他强

调，要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推进数智技

术与煤炭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推动

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市高质

量发展。

“今天井下生产情况如何？一

定要注意安全！”在集团安全指挥中

心，熊义志通过通信专线与井下带

班人员进行通话，了解井下生产情

况，并通过实时数据详细了解智能

化矿井建设成果及安全生产日常调

度情况。他强调，煤矿智能化建设

是当前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要把推动煤矿智能化、数字化建设

作为煤炭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加

快 推 进 煤 炭 行 业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大力发展 5G、人工智能等技术，

不断推动智能化技术与煤炭产业融

合发展。要加大科技投入，全面提

升井上井下机械装备智能化、自动

化、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安全生产

能力水平。要加强企业沟通协作，

在数据采集、分析、应用中形成有效

合力，以数字经济赋能能源产业高

质量发展。

在离柳集团兑镇煤矿，熊义志通

过实时监控察看矿井生产运行情况，

并走进离柳选煤厂了解煤质提升及

品牌建设情况。他强调，要加强标准

建设、煤炭品牌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以质量

树立良好形象，以品牌拓宽发展空

间，推动全市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再

上新台阶。

熊义志在离柳集团调研

初夏的吕梁乡村，山清水秀、景色宜

人，随处可见“千万工程”生动实践留下的

深深印迹。

漫步在孝义市的乡野田间，青山如

黛，乡村如画。曹溪河畔，凉风送爽，花草

摇曳，宜兴村、河底村、师河底村如珠链般

点缀其间；临水村中，田园综合体与金龙

山晨雾交织，绘就诗意画卷；旅游公路两

旁，一座座别墅拔地而起，昔日落后的山

乡变成诗意的田园。

行走在离石区王营庄村，金黄稻浪与

粼粼波光相映成趣，清甜的稻花香里，肥

美的鱼虾穿梭于稻株之间，构建起“稻护

鱼、鱼养稻”的生态循环；青少年科创研学

基地中，孩子们专注地探索科技的奥秘，

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文旅小镇内，青砖黛

瓦间，游客身着汉服穿梭打卡，沉浸式体

验古韵风情……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绘

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徐行在中阳县木耳产业园区，大棚内

菌棒整齐排列，一朵朵肥厚的木耳如墨玉

般缀满菌棒，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分拣；

木耳深加工车间内，生产线开足马力，将鲜

木耳制成即食木耳、木耳脆片等特色产品；

各个村庄和社区的老年食堂内，75岁以上

老人免费，60岁以上长者 3-4元一餐，享受

温馨“食”光，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

乐、老有所安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生动的实践，美丽的昭示。这正是我

市学习运用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做法，

从“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千村未来、万村

共富”中探索真理，以乡村旅游为牵引，集

中力量重点打造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让那些有特点、有文化、有山水、有乡愁的

村先活起来、火起来，成为美丽幸福吕梁

的乡村支点。

因地制宜，建好人居环境——
美丽生态焕新乡村

在交城县正西 30公里处，巍峨的关帝

山如一道苍翠的绿色屏障，文峪河似一条

灵动的玉带蜿蜒流淌。西社镇野则河村依

山水之势舒展，林影婆娑间，鸟鸣清脆悦

耳，将自然的诗意与乡村的静谧完美融合。

每逢节假日，周边的市民、游客纷至

沓来，孩童在田野间追逐蝴蝶，笑声清脆；

大人于庭院里品尝农家美食，闲话家常；

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捕捉田园间

的每一处美景。欢声笑语让这座曾经沉

寂的山村焕发勃勃生机。

“以前这里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野

则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建辉回忆往昔，满是

感慨。曾经的野则河村，是一片荒芜的河

滩，一到汛期，汹涌的洪水更如猛兽般肆

虐，冲毁道路，淹没农田，村民们苦不堪言。

自全市出台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计划，集中力量打造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

村以来，野则河村紧紧抓住这一契机，按

下了“蜕变加速键”。当挖掘机的轰鸣声

响起，河道里的淤泥被一点点清挖干净，

野则河的村民们也自发参与到整治行动

中，将昔日的“烂疮疤”变成了如今的“打

卡点”。如今的野则河村，四季皆有景，景

景皆不同。春日里，繁花夹道相迎，粉白

的杏花、金黄的连翘竞相绽放，花香随风

飘散。循着主路深入，曲径通幽处，农耕

文化园静立其中。园内，老石磨、木犁、辘

轳等古老农具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游客可

以一边漫步，一边欣赏山间美景。

野则河村的蜕变，只是我市践行“千万

工程”，乡村环境重塑的一个缩影。我市坚

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聚焦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和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五大提升行动”，让昔日的“脏乱

差”村庄变成了今天的“绿富美”。

漫步临县乡村，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

向远方延伸，串联起一个个村庄；来到临县

的乡村走一走，干净整洁的村道旁，花木繁

茂葱茏、山涧溪流潺潺，农家小院风景别致

……村边的凉亭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现在家门口就是‘小江南’，空

气清新、设施齐全，每天出来晒晒太阳，感

觉很舒服！”这份惬意背后，是临县以“千万

工程”为引领，在 161个村庄织就的精细化

治理网络——24座现代化垃圾中转站高效

运转，每天定时收集、清运垃圾，确保村庄

干净整洁；326.9公里农村公路串联起“四

好农村路”示范带，让村民出行更加便捷；

20个美丽乡村各展风姿，或以传统古村落

为特色，或以生态农业为亮点；9161座水冲

式户厕让“方便”更方便，彻底改变了农村

厕所“脏乱差”的面貌。

“以前上厕所要捏着鼻子跑，现在还

能照镜子补个妆！”岚县普明镇陶家沟村

的陶永明推开自家卫生间的门，崭新的瓷

砖墙面光洁如新，浴霸、热水器、洗手池、

淋浴花洒、冲水便池一应俱全。

“厕所革命”作为我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行动计划之一，不仅是硬件设施

的升级，更是一场倾听民意的暖心行动。

石楼县罗村镇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

访，详细记录村民的意见和建议。针对村

民反映的厕屋狭小、用水不便等问题，统

一制定整改标准和模板，采用砖砌方式扩

大厕屋面积，加装通风和冲水设施。

交城县通过粪污收运无害化处理，摇

身一变成为优质有机肥，带来生态和经济

效益双提升，深受种植户欢迎。这些实实

在在的改变，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乡村

振兴不是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从荒滩变景区，从旱厕到卫浴，从垃圾

围村到花园环绕，从破旧村落变成美丽乡

村，我市正以“千万工程”为笔，绘就出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塑形铸魂，用好传统文化——
美丽文化涵养乡村

“这些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珍贵遗

产，蕴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市委书记孙

大军说，我们就是要大力加强传统村落的

保护修复，让它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

传统文化是乡村的根。吕梁现有 10个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2个省级历史文化

名村、75个中国传统村落。在打造乡村旅

游重点村的过程中，我市坚持保护与利用

并重，有力地保护了一批古村落、古民居、古

建筑和红色遗址。同时，我市坚持“塑形”与

“铸魂”一起抓，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

扬，形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和合共生”的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力地提升了乡村振兴

的文化内涵。如今，离石王营庄、彩家庄、方

山张家塔、中阳弓阳、孝义临水等一批古老

村落在塑形中铸魂，焕发全新生命力。

青砖黛瓦马头墙、翘角飞檐长石条、石

阶深巷大宅院……推开方山县张家塔村的

时光之门，36座院落、252孔窑洞静立山间，

这些历经沧桑的土坯砖石房，经过修缮改

造后，更具传统的晋西北民居特色。1600
多米长的地下甬道如隐秘脉络，串联起家

家户户，漫步其中，甬道忽上忽下，转角处

或是古朴民宅，或是山野风光，既藏着古人

防御的智慧，也诉说着家族聚居的温情。

往昔，张家塔是偏居一隅的古村，如

今，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非遗剪纸、面塑

技艺、舞狮社火，引得 38 万人次游客慕名

而来；越来越多的影视剧、纪录片、民俗艺

术宣传片开始走进张家塔村进行取景和

制作。艺术家们也纷纷来到张家塔村，用

画笔与镜头定格村庄的风采。张家塔的

村民从逐渐红火起来的旅游业中嗅到了

新的商机，如今的张家塔成为首批 100 个

旅游扶贫示范村、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

张家塔村正从历史深处走来，成为吕梁传

统村落保护的鲜活样本。

让传统文化留下来、活起来，既要留

得住乡愁，也要鼓得起腰包。

孝义市梧桐镇南曹村，用“一块豆腐”

撬动了乡村振兴。曾经，豆腐制作是南曹

村村民糊口营生，如今，南曹村党总支大

力实施“非遗立足、文旅兴村”战略，以豆

腐非遗技艺为核心，以文旅融合发展为抓

手，建起 30亩“豆腐园区”，打造集传承、体

验、展销于一体的产业项目。豆腐文化产

业园里，传统工艺游、小吃美食街、非遗文

化园相映成趣，108道豆腐菜品香飘四方，

两条美食街宾客盈门。小小豆腐，不仅留

住了乡愁，更鼓起了村民的腰包。

美丽乡村，精神家园，场地就是阵地。

走进全国文明村——汾阳市贾家庄

村，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70多年风雨兼程，一代又一代的贾家

庄人，怀揣集体主义与共同富裕的炽热信

念，在白茫茫盐碱滩上挥洒汗水、播种希

望，将这片荒芜之地，雕琢成熠熠生辉的

高标准文化生态旅游村。新时代的贾家

庄村集体固定资产突破 6 亿元大关，不仅

全村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带动

邻村 400多人端稳“饭碗”。

随着集体经济“家底”越来越厚，贾家

庄开启“幸福升级”模式：一幢幢居民楼拔

地而起，电网改造让夜晚灯火通明，学校

扩建书声琅琅，医疗养老有了坚实保障；

连续三十余年的“和谐家庭竞赛活动”，让

好家风代代相传；朗读大赛、音乐节等活

动，丰富着村民的精神生活。

在好风景里过好日子，已成为贾家庄

村人生活的日常。这座满是故事的村庄，

以其独特的文化积淀和崭新的形象，成为

了乡村振兴的样板。

聚焦特色，做活文旅文章——
美丽蝶变重塑乡村

在巍巍吕梁山怀抱，沿着黄河旅游公

路跑马拉松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5月 18日，青塘粽香·2025·碛口古镇半

程马拉松赛在碛口风景名胜区鸣枪开跑，

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用脚步丈量答

案，开启了一场独特的“黄河文化之旅”。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九曲黄河

第一镇”碛口古镇出发，一路穿行于如画

风景中——悠长的老街、古老的石板路诉

说着昔日晋商的繁华；依山而建的黄土窑

洞与黄河天然水蚀浮雕、层层叠叠的黄土

高坡相映成趣。比赛现场，浩浩荡荡的长

跑队伍在赛道上汇成奔腾的河流，选手们

一边奋力奔跑，挑战速度与激情，一边领

略黄河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与晋商

文化的交融魅力。

这场马拉松赛事，正是吕梁文旅融合

发展的生动实践。

我市依托“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以临

县碛口古镇为核心，将沿线的景区景点串

珠成线，打造集黄河文化、红色文化、晋商

文化、民俗文化于一体的百里黄河精品旅

游带，持续打造沿黄品牌体育赛事和黄河

体育文化旅游主题赛事，探索赛事品牌与

黄河文化融合发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赛

事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吸引众多游客慕

名而来，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产业的蓬

勃发展，315 公里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不仅串联起沿线的壮丽风光与红色记忆，

更激活乡村旅游的蓬勃活力，铺就一条通

往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看山看水，喝茶读书，向山而去，归

于田园。这里既有明清院落的韵味，又有

山水乡愁的悠闲，还有都市生活的品质。”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踏入孝义市临水村

便想长住下来，枕着水声细品岁月。

临水村又称为凤凰古村，是中国第四

批传统村落，村里明清砖瓦民居、古树众

多。2023 年以来，临水村学习借鉴“千万

工程”经验，保持村落原有格局肌理，不搞

大拆大建，修缮有保护价值的传统院落，

发展民宿经济，加强垃圾和污水治理，完

善收运体系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工匠

们用传统工艺修缮老屋檐角，设计师将废

弃粮仓改造成民宿，村还是那个村，青山

绿水不变，古村味道不变，改变的是发现

美的眼睛与盘活资源的能力。原来旧的

学校、旧院落完成了“华丽转身”，形成一

个“住、游、购、乐”于一体的旅游景点。顺

着村内古朴的石板街沿坡而上，古村不失

历史韵味更不乏现代之美，讲述着以乡村

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故事。

在中阳县弓阳村，青山环抱间，“诗意

中国·乡约吕梁”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

长卷，将诗意与远方悄然铺陈。市委书记

孙大军为孙维民、齐克健、郭凯敏、卢奇、刘

纯燕、董浩、王二妮等 18位知名艺术家颁发

了聘书，特聘他们为吕梁市 18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名誉村长。明星艺术家的加入，为

吕梁乡村旅游带来强大的品牌效应和关注

度，他们以名誉村长身份，将艺术资源与乡

村特色结合，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带动文

化、旅游产业升级，令越来越多的村子“火”

起来，推动我市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今年“五一”，“乐爽中阳”乡村文化旅

游季如约而至。 （下转4版）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2025年 5月 31日，中央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三

批信访举报件，共 9件，其中重点件 0
件。

按区域和部门划分，汾阳市 1件、

交城县 1件、文水县 2件、中阳县 3件、

方山县 1 件、岚县 1 件。本批交办的

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9个，其中

大气环境类问题 4 个、土壤类问题 4
个、生态类问题 1个。当日，上述信访

举报件均已转交相关县（市、区）。

第一批至第三批累计交办 20件，

其中重点关注件 1件。按区域和部门

分布为：汾阳市 1 件、交城县 1 件、文

水县 2件、中阳县 4件、柳林县 1件、方

山县 1件、岚县 2件、兴县 3件、临县 4
件、市直部门 1件。

2025年 6月 1日，中央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四批信

访举报件，共 1件，其中重点件 0件。

按区域划分，岚县 1 件。本批交

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土壤类问

题 1 个。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已转

交相关县（市、区）。

第一批至第四批累计交办 21件，

其中重点关注件 1件。按区域和部门

分布为：汾阳市 1 件、交城县 1 件、文

水县 2件、中阳县 4件、柳林县 1件、方

山县 1件、岚县 3件、兴县 3件、临县 4
件、市直部门 1件。

2025 年 6 月 2 日，中央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五

批信访举报件，共 8件，其中重点件 0
件。

按区域划分，孝义市 1件、文水县

2 件、柳林县 1 件、临县 4 件。本批交

办的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8个，

其中水环境类问题 1 个、大气环境类

问题 3个、土壤类问题 2个、生态类问

题 2 个。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均已

转交相关县（市、区）。

第一批至第五批累计交办 29件，

其中重点关注件 1件。按区域和部门

分布为：汾阳市 1 件、孝义市 1 件、交

城县 1件、文水县 4件、中阳县 4件、柳

林县 2件、方山县 1件、岚县 3件、兴县

3件、临县 8件、市直部门 1件。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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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山河答卷吕梁山河答卷
———看我市学用—看我市学用““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经验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经验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图为汾阳市贾家庄村一角图为汾阳市贾家庄村一角。。 记者记者 刘亮亮刘亮亮 摄摄

图为农民在离石区王营庄的水稻田里插秧图为农民在离石区王营庄的水稻田里插秧。。 记者记者 刘亮亮刘亮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