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做养生理疗，

在养老食堂享受健康美食，在文化活动室内

下象棋唠嗑……在汾阳市，老年人生活便利、

精神富足，社区养老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石庄镇养老院

那洁净明亮的玻璃窗，老人们温馨而丰富的

生活由此开始。活动室里，老人们围坐在古

朴的木桌旁，棋盘上的棋子你来我往，伴随

着他们时而激烈争论、时而开怀大笑的家常

话语；临近中午，阵阵诱人的饭香从厨房悠

悠飘出，厨师们系着洁白的围裙，在灶台前

忙碌穿梭，精心为老人们准备着可口的饭

菜，这充满烟火气的温馨一幕，正是汾阳养

老服务最生动、最鲜活的写照。“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这简简单

单的十六个字，承载着无数老年人对晚年生

活的美好期许，更是汾阳市始终牢记于心、

奋力践行的民生大计。近年来，汾阳市紧紧

围绕多元化的养老需求，不断探索、创新养

老服务新模式，将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巧妙整

合、合理调配，全力推动养老服务向着优质

均衡的方向稳步发展，致力于打造一个全方

位、多层次的普惠、兜底养老新格局，只为让

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轻松拥抱幸福

温暖的晚年时光。

“在这里生活，每天的饭菜不仅可口鲜

美，还顿顿不重样，比自家做得还用心！”王大

爷满脸笑容，竖起大拇指由衷夸赞道。“可不

是嘛！这里的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又周到，我

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党的好政策，在这里过日

子，心里头别提多舒坦了！”赵奶奶眉眼弯弯，

接过话茬，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石庄镇

石庄村妇联主任任新萍介绍道：“养老院为老

人们提供的一日三餐，都是经过专业营养师

精心搭配，确保营养均衡；同时，还有专人负

责洗衣、打扫等日常事务，让老人们没有后顾

之忧。饭后的闲暇时光里，老人们可以相聚

在活动室唱歌、做操，尽情享受欢乐；每周理

发师都会准时上门，为老人们修剪出精神利

落的发型；在医疗保健方面，更有专业医生定

时为老人们测量血压、血糖，时刻守护着他们

的身体健康。”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老年群体而

言，“养老助餐”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关键小

事”，实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实

事。汾阳市精准聚焦孤寡、高龄、失独、空巢

等老年人的就餐需求，大力推进老年食堂建

设。在贾家庄镇古浮图村，那座充满欢声笑

语的老年食堂，已然成为老人们心中的“幸福

驿站”。“这里的饭菜顿顿不重样，隔三岔五就

给我们改善生活，一会儿是香喷喷的大米饭

搭配红烧肉，一会儿是筋道的白面面条，还有

皮薄馅大的饺子，我们吃得既舒服又幸福，每

天最盼着来这儿吃饭啦！”每当提起食堂，村

民们总是赞不绝口，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容。栗家庄镇田村的老年食堂同样深受老人

们的喜爱，“这儿的饭菜荤素搭配合理，营养

丰富，孩子们都在外地忙碌，顾不上我们，现

在有了这个食堂，我们吃完饭还能去地里干

点力所能及的农活，日子过得既踏实又自在，

真心感谢党支部和村委的关怀！”老人们说起

这些，眼中满是感激。

在杨家庄镇敬老院，每周一都是雷打不

动的健康体检日。老人们吃过热气腾腾的早

餐后，便陆续来到医务室。保健医生邓建国

身穿白大褂，一边熟练地将血压计绑在老人

手臂上，仔细测量血压，一边耐心叮嘱着注意

事项：“血压 120/75，挺好的，不过平时饮食还

是要清淡些，多吃蔬菜，适量运动，这样身体

才能一直棒棒的！”邓建国介绍，医务室每天

都会进行严格的消毒杀菌工作，定期为老人

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锻炼活动，每年还会安

排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真正做到了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为老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除了无微不至的日常照料和暖心贴心的

助餐服务，汾阳市在养老服务领域还积极探

索创新，大胆尝试“互联网+护理服务”模式。

2021年，以南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试

点，依托先进的“天使到家”APP 平台，为失

能、半失能、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人

群，提供专业便捷的上门护理服务。从基础

的静脉采血、留置尿管，到复杂的伤口换药等

30多项护理服务项目，老人们只需在手机上

轻轻一点进行预约，医护人员就会在最短时

间内携带专业设备，上门提供优质服务。南

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武靳云表示：

“无论城区还是乡村，只要有老人有需求，我

们都会第一时间响应，及时上门服务。截至

目前，我们已经累计服务 680 人、5280 次，未

来，我们还会不断优化服务，让更多老人受

益。”

从一顿热气腾腾、暖胃又暖心的热乎饭，

到一次细致入微、关怀备至的健康体检，再到

专业高效、贴心便捷的上门护理服务，汾阳市

从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平凡的点滴小事入手，

用心用情书写着养老事业的“大文章”。在这

里，老人们真正实现了吃不愁、病不忧、孤不

独、乐有伴，汾阳市 10所设施完备、服务周到

的养老机构，95所温馨便捷的农村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共同织就了一张覆盖城乡、温暖

人心的“养老网”，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安

享幸福美满的晚年。

多元服务暖人心 温情守护“夕阳红”
——汾阳市高质量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近年来，柳林县金家庄镇以新时代

文明实践为主线，深度挖掘和擦亮本地

文明底蕴。创办已十个年头的览虫书

屋，从一间 300 平方米的小书屋，蜕变成

为如今 700 平方米的温馨文化地标，为

乡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图为金家庄中学组织学生在览虫书

屋进行课外阅读。

冯凯治 摄

本报讯（记者 罗丽） 日前，市

交通运输局以全国第 11个“路政宣

传月”为契机，紧紧围绕“携手爱路

护路 共赴美好前路”主题，开展形

式多样的路政宣传活动，持续提升

社会公众对交通运输执法和路政管

理工作的认可度与满意度。

活动期间，执法人员先后来到

世纪广场、高速西口、源头企业等人

流密集区域和服务对象单位，通过

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咨询台、发

放宣传页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和从

业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

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安全生产

法》《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执法人员结合典

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破

坏公路设施的危害，以案释法强化

群众爱路护路的意识，使群众能够

正确理解、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共同

维护安全畅通的道路环境。

“这样的宣传方式非常接地气，

我们老百姓都能明白，也都能理解

和接受。以后如果发现破坏公路的

情况，我也要积极向路政管理部门

反映，保护好我们的公路。”家住公

路沿线的市民李强说道。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

深化普法宣传与执法服务，畅通群

众监督渠道，凝聚社会力量，将宣传

月成果转化为常态化工作机制，着

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

决查纠和曝光“百吨王”等一些重点

涉路违法行为，全力构建“畅、安、舒、美”的公路交通环

境，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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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兴时

本报讯（记者 薛力娜） 近年来，吕

梁市供销合作社聚焦主责主业，织牢织

密农资服务、农产品流通、再生资源利

用、盐业发展、中药材产销“五张网”，持

续深化综合改革，在服务农业生产、促进

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

市建设中展现了新担当、作出了新贡献。

织牢“农资服务网”，当好保供“主力

军”。市供销社系统立足农业生产需求，

早部署、早行动，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精准调研春耕农资市场供需形势，主

动与国内重点农资生产企业对接，强化

工厂直采模式，确保农资供应质优量

足。针对农户技术需求，积极开展春耕

春管技术指导服务。整合系统内农技师

及合作企业专家资源，以各为农服务中

心、基层社为阵地，围绕种植技术、农机

操作、农资使用等内容，组织多样化培

训。市供销社系统始终将农资质量安全

放在首位，建立健全质量管控体系。组

织农资经销店自查，并检查了 16家基层

网点，有效维护农资市场秩序。

畅通“农产品流通网”，推动农特产

品产销高效对接。市供销社系统内先

后培育了吕梁供销超市有限公司、吕梁

供销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兴县供销社

惠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岚县荣腾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电商物流企业。充分发挥“832平台”优

势，组织吕梁特色农产品上线销售；积

极推进吕梁供销超市 13 个县（市、区）

的农产品展示展销区建设，丰富产品种

类，深化消费帮扶；同时积极组织系统

内企业参加各类展示展销活动，拓宽销

售渠道，促进产销深度融合。

构建“再生资源利用网”，助力绿色

低碳转型。市供销社主动作为，对城区

生活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业实

行特许经营。全力搭建再生资源回收网

络终端，在吕梁市区投放 5座智能回收

屋，示范效应明显，辐射服务居民 1600
户 ，回 收 各 类 可 回 收 物 共 计 19230 公

斤。交城县供销社在 3个试点乡村建立

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及回收站，并配备再

生资源回收专用车开展流动回收服务。

目前，已建成县级分拣中心 3个、乡镇回

收站 4个、村级回收点 10个、城区回收屋

20座，配备专用回收车 10辆，回收各类

废旧物资 180吨。汾阳市供销社出台了

关于“为全市群众就近设立再生资源有

偿回收点”的方案，计划成立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公司，负责回收网点布局，开发居

民投放系统及积分兑换程序，并组织再

生资源的回收、分拣、运输、转化和再利

用。按照市政府“供销社实施、市场化运

作”要求，市供销社成立“吕梁市供销再

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保障再生资源回

收工作顺利开展。

稳固“盐业发展网”，保障晋盐品牌供

应。市供销社推进盐业基层配送网络建

设。配合省盐业集团，依据经济区划和物

流规划，优化完善本市盐业配送网络，提

升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对全市大部

分县区的高效配送。拓展“晋盐”产品销

售渠道。充分发挥社有盐业企业带动作

用，鼓励企业创新销售模式，拓展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加强与超市、便利店等零售

终端合作，提高食盐产品铺货率。开展盐

业市场调研，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特

色食盐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整合“中药材产销网”，助推中药材

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供销社紧密对接

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主动融入全省中药

材“一张网”布局，推广“中药材集团+专

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的发展模

式，以产业发展为引擎，扩大中药材种

植面积，助力乡村振兴。

市供销合作社

织牢织密“五张网”绘就服务“三农”新画卷

如何在菜篮子里挑出蔬

菜中的“尖子生”，是很多人

关注的话题。日前，记者采

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

研究所研究员舒金帅，针对

茄子、辣椒、黄瓜、番茄四类

蔬 菜 ，为 消 费 者 支“ 挑 选 妙

招”。

茄子：看“果环”辨嫩度，
掂重量验水分

茄 子 是 家 庭 餐 桌 的 常

客，其富含的花青素和膳食

纤维对健康颇有益处。挑选

时，首先观察表皮光泽，“紫

茄要选深紫发亮的，绿茄则

以亮绿均一为佳，表皮发白

或斑驳的可能存放较久。”舒

金帅说。

关键细节在果环：茄子

萼片与果实连接处的白色带

状 环 越 大 ，说 明 茄 子 越 嫩 。

手感上，新鲜茄子捏起来软

硬适中有弹性，过软可能内

部腐烂，过硬则可能是纤维

老化。此外，果柄和萼片鲜

绿带刺的茄子相对新鲜，在

同等体积下，较重的茄子，水

分会更足、口感更鲜嫩。

辣椒：按“用途”选品种，
观“紧实”辨新鲜

甜椒适合怕辣人群，应

选果肉厚实的；尖椒、线椒辣

度中等，适合调味；小米辣辣

味浓烈，少量即可提味。

新鲜度判断看三点：表

皮颜色要鲜艳（红椒全红、青

椒鲜绿），无褶皱或黑斑；轻

捏时紧实饱满，软塌的可能

失水；果柄需翠绿牢固，发黄

或脱落的已不新鲜。舒金帅

特别提醒，甜椒若出现局部

软烂，可能是内部开始腐坏，

不宜选购。

黄瓜：“小刺”“硬度”双
指标，清香扑鼻更放心

“ 黄 瓜 是 夏 季 补 水 佳

品 ，挑 选 大 棚 黄 瓜 时 ，要 避

开‘激素嫌疑’。”舒金帅说，

新 鲜 黄 瓜 表 面 应 有 均 匀 小

刺 ，轻 触 易 脱 落 ，刺 稀 疏 或

脱 落 的 多 为 老 黄 瓜 。 颜 色

需 整 体 翠 绿 、两 端 不 发 黄 ，

“ 颜 色 过 深 可 能 使 用 了 激

素，要谨慎。”

手感方面，紧实硬挺、按

压无软陷的黄瓜更新鲜，发

软的可能采摘时间长，易空

心或腐坏。此外，凑近闻应

有自然青草香，若带酸味或

异味，可能是变质或农药残

留所致。

番茄：自然成熟很关键，
“弹性清香”是首选

市面上番茄品种繁多，

如何区分自然成熟与催熟产

品？

对于番茄，“自然成熟是

关键”。自然成熟的番茄颜

色均匀（全红、粉红或黄色）、

表面有光泽，青红不均或颜

色过艳的可能是催熟果。萼

片鲜绿且与果实连接紧密，

是新鲜的标志；若萼片发黑

或脱落，说明存放较久。

触感上，轻按有弹性但

不软烂的最佳，过硬的未成

熟，过软的可能腐烂。自然

成熟的番茄有明显清香味，

催 熟 的 则 气 味 寡 淡 甚 至 无

味，这是重要鉴别点。

选购蔬菜时，尽量避开

表面异常光亮、有蜡质感或

蓝色斑点的产品，这类蔬菜

可能使用了保鲜剂或农药残

留较多。优先选择根部切口

白净、叶片无褐化的绿叶菜，

如油麦菜、生菜等。

“记住‘看、摸、闻’三步

法，结合不同蔬菜的特性细

节，就能挑到新鲜健康的应

季好菜。”舒金帅说。

据《人民日报》

茄子、辣椒、黄瓜、番茄

这些蔬菜咋挑选

服务窗民生

（上接1版）

未来底片：好时代
好日子的长焦叙事

自从剧组进村后，村党

支部书记王军峰一刻不离，

从协调场地到给村民们拍照

留影，忙得脚不沾地。看着

热闹的场景，听着大家的欢

声笑语，他内心早就乐开了

花，此刻比自家娶儿媳还高

兴：“咱村里人就是实在，演

啥像啥！以后咱也编排一些

好剧让全村人演！”

暮色降临时，张家塔村的

故事仍在续写。王军峰的办

公室亮着灯，桌上摊着两份文

件：一份是与吕梁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的旅游合作协议，另一

份是书画展策划方案。手机

不断弹出消息，有画家预约采

风，也有团队申请调研。

让人激动的还有一些数

字跃动着张家塔村发展的脉

搏：2024 年村集体收入攀升

至 143.1万元，旅游创收 23万

元 ；人 均 年 收 入 突 破 1.4 万

元，其中三产贡献占比提升

至 3200 元 。 每 一 个 增 收 数

字，都映照着白鸭栖息的生

态河道、浸染颜料的文创工

装，以及村民在影视实践中

磨砺的走位技巧、表演张力

以及“情绪递进”。

暮色渐浓，片场的大灯

次第亮起，将村庄照得如同

白昼。刚扒拉完晚饭的王军

峰，又匆匆赶往片场。月光

漫过新修的河道，老枣树上

的蝉鸣声此起彼伏。这座曾

经沉寂的村庄，正借着光影

的力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

振兴故事。

月涌清坡蝉声远，光影

作笔写新篇。而我们知道，

这，只是开始。

镜头里的振兴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