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5年 6月 17日 9时 30分在中拍

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电子竞价的方式公开

拍卖下列标的：

一、标的名称：吕梁市离石区兴隆街四间商铺两年租赁权

备注：标的详情见中拍平台、公司公众号。

二、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2025年 6月 16日 18时

三、展示地点：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

四、报名时间：2025年 6月 15日-16日

五、竞买登记手续：

1、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

均可参加竞买。

2、有意竞买者实地查勘拍卖标的并核实确认标的现状

后，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竞买保证金，在平台注册实名认证报

名。提供相关报名资料，签订《竞买协议》。

3、竞买保证金收取方式：银行转账，不接受代缴,即竞买

人和缴纳保证金户名须一致，并注明标的序号或标的名称。

4、报名费用：竞买保证金 30000 元/标的，资料费：300
元/标的（现金收取，无论竞拍是否成功，不予退还）。

5、保证金缴纳：

保证金汇入以下帐户：

户 名：山西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账 号：14050169815200000123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吕梁东城支行

行 号：105173081520
6、保证金截止时 2025年 6月 16日 18时。

六、报名地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西路 65号（中小企

业局三楼服务大厅）

咨询电话：15364781799
监督电话：15582482484

山西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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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康桂芳） 青山叠翠间，

古村焕新颜；红韵流淌处，文旅热潮涌。近

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指引，深耕黄河

文化、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富矿，聚力打造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出一条“以文塑

旅、以旅兴农”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让革命

老区的山水人文成为带动农民增收、乡村增

色的“金钥匙”。

高位谋划，三级联动构建乡村旅游“四

梁八柱”。依托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等红

色地标、北武当山等生态秘境，以及 75 个中

国传统村落资源，我市精准筛选 100 个乡村

旅游重点村，确立“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差

异化定位。市委、市政府将其纳入全市 20
件大事要事，构建“市级统筹、县级主抓、乡

村主体”三级推进体系——市委书记亲自

部署、市长一线督导，县（市、区）“一把手”

挂帅攻坚，形成“上下联动、专班推进”的强

大合力。从红色旅游村的场景复原到古村

落的活态保护，从生态景区的业态延伸到

田园综合体的规划设计，一幅“红色铸魂、

文化赋能、生态塑形”的乡村旅游蓝图徐徐

铺展。

创新驱动，百企联村撬动社会资本“活

水奔流”。打破财政单一投入模式，我市创

新开展“百企带百村”行动，100 家民营企业

与重点村结成“产业、就业、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消费”五大包联对子，探索“企业投资+
村民入股”“资源置换+产权交易”等模式。

市级财政两年注资 2.5 亿元，撬动县级财政

投入 9.68 亿元、社会资本 15.95 亿元，形成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村民受益”的多元投

入格局。孝义市通过“政、企、村、民”四方协

同，实施 37个总投资 14.62亿元的项目，推动

民宿改造与景区创建齐头并进；兴县碧村整

合龙山文化遗址与红色资源，打造沉浸式文

旅体验项目，让文化遗产从“沉睡”走向“唤

醒”。

精准施策，项目攻坚夯实文旅融合“发

展 底 盘 ”。 出 台《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建 设 参

考》，吕梁实施“一村一方案”精准攻坚，累计

推进 459个建设项目，涵盖道路硬化、污水治

理、智慧导览等基础设施，以及研学基地、特

色民宿、非遗工坊等业态培育。特别将 28个

传统村落纳入保护开发，投入 5.5 亿元修缮

古建民居、红色遗址，让方山张家塔村的家

风文化、柳林于家沟村的廉政文化等“文化

基因”融入旅游场景。同时，通过“现场观

摩+打分排队”机制激发比学赶超氛围，并两

次组织赴外考察“取经”，为乡村旅游精准把

脉定向。

品牌赋能，多维营销激活乡村旅游“流

量密码”。借势“名人效应+媒体矩阵”，我市

聘任 18名艺术家担任重点村“名誉村长”，通

过山西卫视《市委书记访谈》、央视《乡村振

兴 幸福吕梁》纪录片等平台，让张家塔、前

青塘等村落走进全国视野。去年农民丰收

节期间，全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招商推介会促

成 26 个项目签约；针对“运营难”问题，开展

党组织书记专题培训，通过“现场教学+专家

问诊”破解管理瓶颈。2024年，100个重点村

接待游客 486.8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8605.8
万元，带动 5739 人就业，昔日“养在深闺”的

乡村成为网红打卡地，春节期间单村最高接

待量突破 10万人次。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市将聚

焦“让百村火起来”目标，一方面完善水电

气管网、智慧标识系统等配套，另一方面深

耕“民宿+康养”“非遗+体验”“农业+观光”

等新业态，沿黄河一线重点培育研学旅游、

生态采摘等产品，打造“百里黄河精品旅游

带 ”。 通 过 健 全 联 农 益 农 机 制 ，让 农 民 从

“旁观者”变“参与者”，真正实现“农民变股

东、农房变客房、农田变景观”，让“千万工

程”的实践成果在吕梁大地结出更丰硕的

乡村振兴果实。

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我市百村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眼下正值小麦灌溉期，交城县农业

农村局以抓好农业生产为抓手，运用政

策导向和资金扶持促进农业生产提质

增效，将抗旱保春播、小麦一喷三防虫

口夺粮、农业保险等相关知识，利用田

间课堂和培训会相结合的形式，为广大

农户提供精准实用的技术指导。

飞驰的无人机穿梭田间，沉甸甸的

麦穗随风摇曳，银白的地膜在夏日的阳

光下折射光泽。交城县农业农村局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与种植户亲切交

谈、答疑解惑，切实为农户提供种植技

术指导、田间管理、政策解读等全方位

服务，现场对小麦叶片生长、穗粒上病

虫害残留、病虫害防治效果、小麦产量

情况进行采样比对。

培训会上，交城县农业农村局专技

人员围绕农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扶持高

粱种植、抗旱保春播、小麦一喷三防虫

口夺粮、农业保险等相关知识进行了耐

心讲解，并现场示范操作技巧，帮助种

植户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务实的讲

解让老百姓受益匪浅，交城县西营镇大

营村村民张青娥开心地告诉记者：“由

于今年干旱，咱村的地旱得不行，得亏

有专业人员将技术指导送到了田头，这

样一来我们的小麦就可以达到增产增

收的效果。”

从耕地翻耕、播种施肥到病虫害防

治再到地膜覆盖，这一系列农业生产环

节彰显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全面进步和

科学管理的智慧，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可持续发展。交城县夏家营镇段村党

总支书记李宝生介绍道：“今年，我村采

取‘1+N’技术模式，实施了全生物可降

减地膜覆盖项目，主要种植 1000 亩玉

米，可实现粮油单产提升，促进农业可

持续发展。”

随着农业产业的不断发展，该县农

业农村局大力实施耕地质量提升工程，

积极推广配方施肥、增施有机肥，落实

“长牙齿”耕地保护硬措施，加大“撂荒

地”整治力度，农业生产方式正逐步向

现代化、集约化、高效化转变。交城县

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雪峰表

示，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

的全面领导，科学推广绿色防控技术、

引进示范微生物肥料、生物药肥等新型

肥料，进一步加大粮食作物保险覆盖

面，为夏粮生产保驾护航。

交城县农业农村局

“田间课堂”播撒希望 科技赋能产业振兴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通 讯 员 梁

6 月 3 日，方山

县北武当镇韩庄村

田园里的仲夏景色。

今年该县粮食

播 种 面 积 稳 定 在

19.59 万亩以上，让

农民的“粮袋子”更

满、粮食安全根基

更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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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涛） 近年

来，柳林县三交镇始终将民生工

程摆在政府工作的核心位置，聚

焦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及公共服

务优化，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惠民

答卷，多项民生指标取得突破性

进展。

2024 年，三交镇城乡居民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登 记 人 数 达

19369 人 ，实 际 缴 费 人 数 16264
人，全镇参保率达 83.97%。尤其

值得肯定的是，该镇 4616名特殊

困难群体实现医保参保缴费全覆

盖，参保率达到 100%，为困难群

众构筑起坚实的健康防线。

在养老保险领域，三交镇保

障体系日臻完善。全镇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 11072 人，已有

3080 名符合条件的居民按月领

取养老待遇。同时，补充养老保

险也实现参保 11540 人，2014 人

正享受补充养老待遇，有效提升

了老年群体的生活保障水平。

为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难题，三交镇依托“就业社保

村村全覆盖”工程，科学规划、精

心布局。以乡镇和各村党群服务

中心为载体，全镇高标准建成多

个社保服务站点。通过对覆盖人

群、基础设施的综合考量，这张深

入基层的服务网络彻底打通了便

民服务的末梢循环，便捷高效的

服务惠及村民数千人次。

三交镇通过织密社会保障

网，将民生温度精准送达田间地

头。从特殊群体医保全覆盖，到

养老“双保险”托底无忧，再到社

保服务村村通——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不仅提升了

社会保障服务的可及性与满意度，更显著增强了三交

镇广大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生无小事，

枝叶总关情。三交镇将继续书写更有温度的民生答

卷，托举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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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交城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种植技术指导。

（上接1版）
“第一次走出国门，站在这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书本上宏大的词汇，”他

感慨万千，“它就在我的脚下，就在我们运送

的 物 资 里 ，就 在 不 同 肤 色 人 们 紧 握 的 手 中 。

那一刻，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一名中国公

益人，我无比自豪！”

爱的天平，30 元鞋子与 49300 元
赊账

在公益路上，张安才是铁打的硬汉，不知

疲倦。然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对他人

慷慨无比的会长，对自己和家人却“抠门”得

让人心疼。

过年，是孩子们最期待穿新衣新鞋的时

刻。张安才会细心为受助的孩子们挑选百元

以 上 的 新 鞋 ，希 望 他 们 能 体 面 地 迈 入 新 年 。

可轮到自己的女儿呢？大女儿在太原服装城

买的鞋，50 元；二女儿的，仅仅 30 元。“爸爸也

想给你们买好的……”话未说完，面对懂事的

女儿，这个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汉子哽咽

了。“爸爸，30 元的就好！我们穿着舒服！”女

儿们的体谅，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又化作支

撑他前行的力量。“我对不起她们，欠家里太

多 太 多 了 ……”这 份 对 家 人 的 愧 疚 ，深 埋 心

底。

他的“大方”，有时甚至需要背负沉重的

代价。2024 年底，为了能让慰问的孤寡老人

们过个像样的春节，张安才在南关市场赊购

了价值 49300 元的米面粮油。他坚持要最好

的：“给老人，就要五得利的面粉，50 斤装的五常大米！”然而，

直到次年 3 月，这笔欠款仍未还清，还背负着不低的利息。“钱

可以慢慢想办法还，”他语气坚定，“但老人们的年，不能寒酸，

不能将就！”

生活的重担，也过早地压在了孩子们稚嫩的肩上。懂事

的大女儿，利用课余时间给孩子们辅导功课，一小时 15 元，一

天两小时，赚取微薄的伙食费。假期则去饭店打工，一天 120
元，积攒自己的生活费。

“自己的钱给别人，自己的孩子却要打工……”看着女儿

辛苦的身影，张安才眼中满是心疼与无奈。然而，孩子们却

说：“爸爸做的是好事，是帮助别人，我们支持你！”家人的理解

与默默奉献，成为张安才公益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和最温暖的

港湾。

微光成炬，照亮文明中国的公益之路

“张会长，你们协会怎么能吸引这么多人？这么多物资？

搭上这么多时间精力，图个啥？”这样的疑问，张安才听过太

多。他的回答总是朴素而有力：“公益，不是我一时兴起的念

头，是我认定要用一辈子去做的事业。”

这份坚守，结出了累累硕果。久久爱心公益协会，从最初

的 7 个人，发展壮大到现在的 3000 多人。先后荣获“全国先进

社会组织”、山西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等称号，其党支部也

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双强六好”省级示范党组织。张安

才个人更是荣誉加身：第九届山西道德模范、第一届山西慈善

行为楷模、“山西乡村爱心大使”，直至今年 5 月 23 日，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安才知晓自己荣获第九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的崇高荣誉。

“太不容易了……”得知消息后，张安才心绪难平，他特别

感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最感谢我的爱人，培养了两个这

么懂事优秀的孩子。更要感谢孩子们的理解，现在，我们全家

都是‘久久’的志愿者了！”公益，已经成为这个家庭共同的精

神纽带和生活方式。

张安才常说：“一个人做公益，力量有限。但十个人、百个

人、千千万万个人都来做，爱就能流动起来，形成温暖的循

环。无数份小小的爱汇聚起来，就是真正的大爱无疆。这样

的社会，才更和谐，生活才更美好。”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每

个人都能点燃心中那盏助人为乐的灯，这光，近可温暖邻里，

远能照亮四方。

暮色四合，采访临近尾声。张安才的手机铃声急促响起

——又是一条新的求助信息。他匆匆起身，身影很快融入吕

梁沉静的夜色里。

在他身上，“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不再遥远，它化作了一

个个具体的善行；而“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平凡光芒，

正因其纯粹与执着，而拥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当无数个这

样的“张安才”在暮色中奔走，在需要的地方点亮微光，他们的

身影便连成了人间最璀璨的星河，那正是文明中国最温暖、最

恒久的风景。

逐
爱
而
行
﹃
久
久
﹄
为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