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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吕梁市纪委监委开设投诉举
报监督专线，专门受理对公职
人员在服务企业和群众中不
作为、慢作为、推诿扯皮、吃拿

卡要等问题的投诉举报。投
诉 举 报 电 话 0358-8253111 和
0358-8223111，也可拨打 12345
政 务 服 务 热 线 ，邮 箱 llstszx@
163.com。每天 24 小时全天候

受理。

中共吕梁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
2023年5月8日

吕梁市纪委监委关于开设营商
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的公告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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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驻时间：2025年 5月 28日

—6月 28日

受理举报电话：0351-2022698
受理举报信箱：山西省太原市

A292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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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6 月 11 日，中央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的第十四

批信访举报件，共 11 件，其中重点件 1
件。

按区域和部门划分，汾阳市 1件、孝

义市 1件、交城县 1件、文水县 1件、中阳

县 1件、柳林县 2件、方山县 1件、岚县 2
件、市直部门 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件，

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11个，其中大气环境

类问题 3个、土壤类问题 4个、生态类问

题 3个、噪声类问题 1个。当日，上述信

访举报件均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市

直相关部门。

第一批至第十四批累计交办 109件

（其中 1件从跨市举报件中拆分），其中

重点关注件 9 件。按区域和部门分布

为：离石区 7 件、汾阳市 5 件、孝义市 9
件、交城县 5 件、文水县 12 件、交口县 1
件、中阳县 9 件、柳林县 10 件、方山县 5
件、岚县 10件、兴县 10件、临县 22件、市

直部门 4件。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交办第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
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五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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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末的汾河平原，绿树掩映着乡

道。当记者慕名前往“全国文明村”文水

县朱家堡村时，眼前一派繁忙的施工景

象：挖掘机轰鸣，刚铺完沥青的道路旁，

临时堆砌的渣土堆让村庄显得有些灰头

土脸。村党支部书记薛瑞明站在施工现

场，略带歉意地说：“现在有点乱，不过月

底柏油路一贯通，村民出门就是‘净路’

啦！”

看着尘土飞扬的巷道，记者不禁疑

惑：这个眼下满是“施工痕迹”的村庄，何

以捧回“全国文明村”金字招牌？

支部接力：三十年跟党走的治
村密码

答案，藏在村委大院的“乡村记忆

馆”里。薛瑞明看出我们的疑惑，笑着挥

手：“走，先带你们看个地方。”他指着馆

内的老物件感慨：“这些比金子还金贵，

它们见证了村庄的发展变迁。”

乡村记忆馆内，31 块奖牌跨越三十

余 年（1992—2023）熠 熠 生 辉 ，从“ 文 明

村”到“五个好”党组织锦旗，每一块奖牌

背后，都是党支部带领村民“听党话、跟

党走”的生动实践。

首任支书马玉山早在 1956年 2月就

提出“扫盲要让每个娃都能读书”。为实

现这一目标，支委薛文中带着识字班，从

“日”“月”等基础汉字教起，最终一大批

年轻人能读报写信，这一事迹被晋中地

区教育局当作典型推广。

1992 年，第九任支书朱福仁做了件

“惊动十里八乡”的事：他带领支委与全

村有父母的子女签订《养老合同》，由党

员妇女主任张玉祥负责监督。这份合

同不仅保障了老人生活，更在村里树立

起尊老敬老的文明风尚；更让人触动的

是 ，他 积 极 推 行 殡 葬 改 革 ，以“ 车 拉 送

葬、全村统一坟地”的新规打破大操大

办陋习。

2012 年，第十二任支书马志平接手

时，面临村里 4000 亩耕地灌溉渠损毁的

难题——村民守着汾河却无水可浇。他

带领支委集思广益，经过 3个月的艰苦奋

战，终于修通五支四斗北开渠。这条渠

成了村民的“生命线”，粮食产量实现翻

番，为村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现 任 支 书 薛 瑞 明 接 过 发 展 的 接 力

棒，同步推进支部建设与民生工程：他带

领村“两委”新建柏油路、收回机井完善

灌溉、开展环境整治；开通“朱家堡村阳

光村务”微信公众号，实时公开财务收

支、项目进展等村级事务；完善“自治、法

治、德治”融合的治理体系，将孝老爱亲、

环境维护等纳入《村规民约》。此外，他

还成立农民夜校、组建文艺队，让文明新

风吹遍村庄。

文明浸润：从党员带头到全村自觉

在朱家堡村，文明早已融入生活点

滴，成为村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薛瑞明

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放弃在太原打拼

的机会回到家乡。他细心照顾母亲直至

老人晚年，其事迹成为村里的“文明教

材”，带动更多家庭和睦相处。

细碎时光里，处处可见动人的文明

风景。郭润梅是孝老爱亲的典范。自

2012 年婆婆因脑出血瘫痪后，她每日不

到六点起床，用土灶台为婆婆熬制软烂

的粥饭，帮老人擦拭身体、换洗被褥，十

余年如一日。即便自己生病需卧床，也

坚持让丈夫搭手照顾老人。她的言传身

教让女儿朱坚华深受影响，婚后与公婆

同住，婆媳俩常一起在院子里择菜、拉家

常，成为邻里羡慕的和睦家庭。

朱振超是村民口中的大孝子。身为

教师的他，每次从县城回家都会给母亲

带些降压药和糕点，母亲住院时便守在

床边喂饭、陪夜。他常说：“老人不图啥，

就盼着儿女多陪陪。”在他带动下，村里

年轻人返乡探望父母的次数明显增多。

村委大院里，棋牌室、文娱活动室、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满烟火气。农闲

时，村民们围坐在树下下棋、聊天。有时

自发组成的“夕阳红乐队”会在广场支起

音响，有的拉二胡，有的敲锣打鼓，表演

自编秧歌舞蹈十分热闹；在日间照料中

心里，老人们围坐在圆桌旁，享受着可口

的饭菜，78 岁的张大爷笑着说：“在这里

比在家热闹，还能学新知识，孩子们也放

心。”这些充满烟火气的日常，让村委大

院成为村民的“精神家园”，也让文明新

风在欢声笑语中悄然传递。

正如薛瑞明所说，三十年了，文明早

已不是某个阶段的任务，而是刻进骨子

里的习惯。在朱家堡村，文明新风似春

日暖阳，温柔地洒在每一寸土地上，滋养

着村民的心灵。一个个家庭用行动诠释

着“家和万事兴”的朴素道理，让文明新

风成为最动人的乡村底色。

产业蝶变：赋能发展绘就文明新篇

孟夏时节，朱家堡村的农田里一派

繁忙景象。种酥梨大户朱建军穿行在

100亩果园中，熟练地给果树剪枝。这片

果园如今已成为村民的“希望林”，产出

的酥梨品质优良，早已远销国外，为村民

打开了致富新渠道。 （下转 4版）

接力奋斗三十载 文明沃土育新枝
——文水县朱家堡村创建“全国文明村”纪实

本报讯 （记者 付永文） 6 月 10
日，市政府与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

举行工作会谈，就合力推进数字经济发

展等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副书记、

市长熊义志，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戎劲光出席。副市长闫

林等参加。

熊义志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山西

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为吕梁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吕

梁大数据产业起步较早，应用场景丰

富，发展势头强劲，愿与山西云时代一

道，紧跟数字经济浪潮，面向未来高点

布局，以数字经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希望山西云时代与

吕梁市加强合作，依托吕梁丰富的煤

炭、教育等行业产业基础数据，开展数

据开发，扩大数据交易；聚焦铝、白酒、

焦化以及碳基新材料等优势产业，推

进产业数字化，实现数字产业化；面向

公 共 安 全 、安 全 生 产 、防 灾 减 灾 等 领

域，开发 AI+安全监管应用系统，将吕

梁云时代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一流

的数据开发运营商、数字产品提供商、

AI 集成商，推动吕梁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吕梁市将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支

持力度，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助推企业

做大做强。

戎劲光介绍了公司业务板块及近

年来发展情况，表示将积极融入吕梁数

字经济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人才、技术、

管理等优势，持续拓展合作领域，积极

谋划重点项目建设，助力吕梁打造数字

经济发展新高地，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市政府与山西云时代技术
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

本报讯 （记者 王雅妮 梁英杰）
6 月 10 日，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授予

位于市区滨河南东路的山西汉光温酒

文化有限公司为副会长单位，并挂牌

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研创基地，标志

着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研创基地在我

市落户。

去年 11 月 10 日，吕梁中华文化促

进 会 酒 文 化 专 业 委 员 会 和 酒 器 文 化

研 学 基 地 在 山 西 汉 光 温 酒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揭 牌 。 作 为 吕 梁 中 华 文 化 促 进

会 酒 文 化 专 业 委 员 会 和 酒 器 文 化 研

学基地单位，山西汉光温酒文化有限

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酒具中温酒

器的研究和收藏，通过竞拍、购置等方

式，共计收藏近千件以温酒器为主的

历代酒具。其中，多组（件）藏品通过

山 西 省 文 物 鉴 定 委 员 会 相 关 专 家 鉴

定，成为酒文化的重要实物遗存，多件

罕 见 孤 品 填 补 了 中 华 酒 文 化 研 究 领

域 的 空 白 ，达 到 了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对

推 动 山 西 乃 至 中 华 酒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具有重要意义。公司编著出版的《温

酒 探 源》一 书 从 医 学 、化 学 的 角 度 对

温酒后可以有效降解酒中毒素和杂气

的机理加以论证分析，对温煮器产生

的时间、温酒器仿品和赝品以及温酒

器对蒸馏酒起源的佐证等问题作了探

讨和辨析，并对历代各阶层使用的温

酒器具进行详细介绍，以单种温酒器

物 简 述 了 我 国 手 工 业 和 酿 酒 发 展 成

就，指明今后温酒器和温酒文化发展

的方向。

我市作为“世界十大烈酒产区”之

一和中国白酒文化重要发源地，此次研

创基地落地是产业与文化共振的重大

实践成果。当天的揭牌仪式上，山西省

酒文化研究会会长柳静安表示，研创基

地的揭牌将成为汇聚各方智慧的平台，

吸引更多酒文化专家、学者共同深入挖

掘酒文化的丰富内涵，探索酒文化在新

时代的创新发展路径。

当天，我市还召集相关专家学者开

展了主题为“酒器文化源远流长 文化

赋能酒业发展”的中华酒器文化座谈

会。

本报讯 （记者 张娟娟） 流水潺潺，

见证基层治理智慧；党群携手，共筑生态

保护屏障。近年来，离石区持续深化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精准发力。其中，交口街道龙凤社区

针对北川河河道垃圾治理难题，创新开

展“河畔议事”，凝聚多方合力，探索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为守

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注入强劲的基层党

建动能。

河 畔 议 事 聚 合 力 ，共 商 共 治 破 顽

疾。北川河交口段曾长期受河道垃圾问

题困扰，成为周边居民的“心病”。龙凤

社区将“说事议事”搬到河岸一线，搭建

起多方参与的共治平台。社区组织居民

代表、商户负责人、政协委员、水利部门

工作人员及到社区报到单位相关人员，

开展“现场问诊”。众人沿着 600 米河道

实地踏勘，直面痛点、摆问题、找根源，经

过充分讨论协商，开出了科学有效的“治

理药方”。在议事现场，职能部门主动承

诺提供资源支持，商户和居民也纷纷响

应，主动认领责任区，成功实现了从“反

复清理”到“源头治理”的转变，为河道治

理按下“快进键”。

网 格 管 理 精 细 化 ，全 民 参 与 护 清

流。龙凤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四双”机制

纽带作用，推动报到单位、执法部门、在

职党员“三方联动”，构建起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格局。社区将 600 米河道精准

划分为 4 个责任网格，报到单位党组织、

党员干部、商户志愿者积极认领网格责

任，主动投身河道治理与维护工作。同

时，与 60余家商户签订《河道环境保护责

任书》，将履约情况纳入“积分制”奖惩体

系，激励商户自觉参与河道环境保护。

此外，社区还组建了一支由 40 名义务监

督员组成的巡查队伍，每日对河道进行

巡查，形成“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快速

处置”的工作闭环。通过社区统筹协调、

单位包片负责、群众广泛参与的模式，实

现了“一格一策”的精细化管理，编织起

一张全民参与的“生态守护网”，让北川

河焕发新活力。

刚 柔 并 济 强 监 管 ，长 效 管 护 固 成

果。为确保河道治理成果可持续，龙凤

社区打出“刚柔并济”的组合拳。城管、

市监等部门成立专项执法组，对偷倒垃

圾、污水直排等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

态 度 ，依 法 严 厉 打 击 ，形 成 强 大 震 慑 。

社区建立每月“红黑榜”公示制度，将商

户环保积分情况进行公开晾晒，并将积

分与评优奖励、政策优惠等挂钩，激发

商户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

时，社区还建立“月度考核+季度复盘”

机制，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推动河

道管护工作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转

变，为筑牢北川河生态屏障提供坚实保

障。

如今的北川河交口段，水清岸绿、景

色宜人，成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离石区龙凤社区通过“河畔议事”探索出

的生态治理新路径，不仅有效解决了河

道垃圾难题，更生动诠释了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的强大效能，为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挖掘酒文化丰富内涵 探索酒文化创新路径

山西省酒文化研究会研创基地落户吕梁

离石区：“河畔议事”探索生态治理新路径

老 城 区 保 护 更 新 建 设 项

目是孝义市加快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龙头性、引领性项

目，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已初

现一水护城、碧带环廓的古韵

风貌。这座“浴火重生”的老

城，正以独特魅力，成为传统

与 现 代 和 谐 共 生 的 宜 居 、宜

游、宜业之地，生动诠释着“老

城新生”的动人故事。

图 为 无 人 机 拍 摄 的 孝 义

老城南稍门一角。

记者 刘亮亮 摄

图为文水县朱家堡村党群服务中心一角图为文水县朱家堡村党群服务中心一角。。 康桂芳康桂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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