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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亚芝

走进占地 2172.24平方米的兴县乡村 e镇

公共服务中心，现代化设施映入眼帘。大数

据中心的屏幕上，实时跳动的电商数据清晰

可见，这种可视化管理为电商运营提供精准

支撑；特色农产品展览展示中心内，紫晶枣、

杂粮、手工醋等多款兴县农特产品陈列其中，

小米锅巴、杂粮代餐等网红产品格外吸睛，还

有相关的文创产品，吸引着往来人们的目光。

“家人们，看看我们的小米，不仅色泽金

黄，颗粒饱满，还营养丰富，熬出的粥能挂三

层油皮，大家放心拍，价廉质优！”在二楼的

供销助农专业直播间里，主播们正热情洋溢

地推介兴县特色农产品。下播后，主播谈起

初次上镜时的紧张：“多亏了县里组织的培

训，老师教我们找光线、与网友互动。”她点

开手机里的培训笔记，清晰记录着“直播三

要素：笑容、产品细节、故事感”。

兴县通过多种培训培育电商直播人才，

充分利用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开展新型

商业带头人培育，目前，培育具有示范带动

效应的商业带头人 7人。同时引进省内知名

电商培训机构太原锦华培训学校，聘用专家

6人，开展电商人才定制培训，开展了短视频

运营培训、直播电商培训、亚马逊跨境电商

培训、tiktok 跨境电商培训、品牌设计、市场

营销、电商应用等专业培训，强化实操技能，

累计培训 1332 人次，提升了对农民工、大学

生、退役军人等就业创业服务水平，提高就

业转化率。同时引入外部智力、人力资源，

加强跨区域人员交流学习。目前已与省内

外 773 名带货网红达人建立合作，让特色农

产品畅销全国，2024年全县 80多款农特产品

完成线上销售额 6500余万元。今年 5月，兴

县乡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紧跟时代，举办

“DeepSeek+直播 AI 电商效率提升训练营”，

聚焦前沿 AI技术在直播电商领域的创新应

用，为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培育

相关电商人才 121人次。

为培育壮大电商市场主体，兴县出台了

扶持电子商务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对电子

商务主体、自主品牌建设、创业就业、创新发

展等给予奖励补助，对入驻乡村 e镇的企业和

个人免除办公场地、设备、水电、租金、网络等

费用，并配备专业的电商运营团队给予指

导。与此同时，乡村 e镇公共服务中心的 13
个直播间、大数据中心、特色农产品展览展示

中心、培训中心、营运中心、企业孵化中心、会

议室、企业沙龙等，免费提供给入驻企业与创

业者使用。目前已成功培育山西晋绥农林

牧、吕粮农业等 6家电商龙头企业，形成“龙头

引领、中小跟进”的发展格局。除硬件建设

外，服务中心更是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

矩阵：线上小程序商城实现农产品“云展示、

云交易”，并在快手、京东等平台开设 5个本地

产品特色馆；线下 30余个农产品体验店辐射

省内外，80多款农特产品通过“前店后仓”模

式高效流通。这种“双轮驱动”模式，让兴县

小杂粮、手工醋等产品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

国市场。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首批 27吨优

质农特产品经电商平台出口越南，成功打开

海外市场。电商企业刘志红感慨：“入驻乡村

e镇后，产品从本地走向全国，如今又迈向海

外，这在过去难以想象。”

近年来，兴县抢抓政策机遇，通过加强

平台支撑、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大力发展

直播带货，全县电商主体近 1000 家，辐射带

动从业人员 1.5 万余人，促进人均增收 2000
余元。2024 年，兴县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1.3 亿元，同比增长 17.3%；农产品网络零售

额达到 7400 余万元，同比增长 25.6%，当电

商基因注入乡村肌理，当数字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兴县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互联网+乡村

振兴”新路径，书写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新时代乡村图景。

电商为乡村振兴插上“云”翅膀
——兴县乡村e镇探索发展新路径

据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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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洋） 七月，

正值防汛备汛的关键时期，柳林

县多措并举，通过实施河道整治

工程、强化预警机制等一系列扎

实举措，全面提升防汛能力，全力

守护沿岸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

在柳林县三川河河道治理工

程现场，5台挖掘机轰鸣作业，40
余名工人分工协作，河道疏浚与

堤坝加固工作正紧张有序地推

进。作为黄河一级支流，三川河

串联起 5个乡镇、39个行政村，滋

养着众多企业，其行洪安全关乎

区域发展命脉。然而，因河道年

久失修，淤积严重，部分河岸防护

缺失，每逢汛期，河水便有漫灌农

田、冲毁房屋的风险。

为破解这一难题，柳林县启

动河道整治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综合治理长度达 20.78 公里。柳

林三川河段河道治理工程项目部

副总工程师王光生介绍：“我们依

据科学考证，按照 20年一遇的防

洪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在河道两

侧筑起 7 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堤

防，于支流村民生活区修建 289
米埋石混凝土堤防，并完成 5 万

余土方的河道疏浚工作，既保障

了行洪畅通，又为沿岸村民筑牢

安全屏障。”

除了硬件建设，柳林县还在机

制保障上下足功夫。水利部门充

分发挥河长制优势，构建县、乡、村

三级联防联控体系，分片分区落实

管护责任。明确重点河道、河段的

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

任人，细化河道清障、提升行洪能

力的具体目标与措施。

柳林县穆村镇副镇长张旭荣

表示：“我们对镇内 2条河道、6条

沟道开展了地毯式排查，对 3 处山洪灾害预警点实

施 24 小时动态监测。汛前，集中清理 20 余处河道

‘四乱’问题，消除阻洪隐患；针对预警点，科学编制

山洪灾害应急预案，定期维护雨量预警和灾害报警

设备，确保预警及时准确。同时，配备 7 名村级河

长、7 名专职巡河员，实行每日巡查制度，密切监测

水位变化。进入汛期后，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

守，确保河长制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此外，柳林县水利部门对全县山洪灾害防治设

施设备进行全面“体检”，疏通堵塞的雨量筒，确保防

洪预警系统灵敏可靠；同步开展防汛物资清点工作，

详细记录物资使用和损坏情况，及时补充更新，为安

全度汛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

从河道疏浚固堤到机制创新，从隐患排查到预

警响应，柳林县正以系统思维、科学举措，构建起全

方位的防汛安全网，为平安度汛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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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悠扬纯净的童声在离石区大东沟景区回荡，一场别开生面的童声演出精彩上演。孩子们以清澈歌声与真挚表演，

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艺术享受。此次活动是大东沟景区深度挖掘自身山水资源，积极引入高品质文化活动、丰富文旅业态的最新

尝试。景区正着力探索“文旅+”多元融合路径，持续为游客创造独特而丰富的体验场景。

图为大东沟景区音乐演出现场。 记者 刘亮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杨
柳）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经济发

展，一头系着万家幸福。近年来，交城县

积极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供给，精准

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不同求职群体搭

建广阔就业平台，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

线，让群众拥抱幸福生活。

走进交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官方

直播间，主播热情洋溢地介绍着各岗位

的任职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身后

大屏幕上，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企业招

聘信息滚动播放。交城县零工市场工作

人员安子涵介绍：“我们定期统计企业用

岗需求，每月通过线上‘送岗’直播发布

岗位信息。这种线上形式打破时空限

制，既方便市民及时掌握招聘动态、找到

心仪岗位，也助力企业快速招到合适人

才。”

今年以来，交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

心携手零工市场，推出一系列形式多样

的“送岗”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丰富多样

的就业选择。求职者白瑶对此深有感

触：“多亏了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搭建的

平台，帮我解决了就业难题，生活也有了

新盼头。”

截至目前，交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

心已协调 101 家企业，征集到 319 个岗

位，总用工需求达 1817 人。8 场线上直

播累计吸引四万多人次观看，高校毕业

生、脱贫家庭成员、残疾人、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均通过该平台获得精准就业岗

位推送。

交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将充分

依托传统古节庙会、毕业季和省级人才

智力交流大会等平台，不断探索就业服

务新路径。交城县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主任刘爱云表示：“我们将紧紧围绕就

业这一民生实事，持续优化完善就业服

务工作，创新活动形式与内容，结合市

场需求和就业形势，开展更具针对性的

线上线下活动，助力更多人实现高质量

就业。”

本报讯（记者 刘少伟） 近日，由岚

县文旅局联合该县面塑协会妇女联合会

组织的两期面塑传承技能培训班顺利结

业，120 余名有意愿从事面塑制作的妇

女参加了培训。

“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作品的成败，

大家一定要耐心细致。”培训中，刘丽丽结

合丰富的实践经验，着重强调了细节处理

的重要性，细心地指导学员们如何用工具

雕刻出精美的花纹。本次培训采用“理

论+实操”的方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面花（岚县面塑）代表性传承人袁建花、市

级传承人刘丽丽等受邀成为主讲老师。

主讲老师们结合丰富的经验，详细讲解了

岚县面塑和面、捏制、成型的技法要点以

及简单面塑作品的创意设计。在老师的

示范和指导下，现场的学员们认真聆听、

积极实践，充分运用捏、揉、搓、切、刻的面

塑制作手法，经过反复学习尝试，制作出

一件件栩栩如生、色彩艳丽的面塑作品。

岚县面塑协会妇女联合会自成立以

来，借“吕梁巧娘”创业就业示范街的强

劲东风，积极组织妇女代表参加各类面

塑技能培训和交流活动。在推动岚县面

塑这一国家级非遗得到更好保护、传承

和创新发展的同时，有效提升了该县面

塑行业从业妇女的面塑技能水平和创业

就业能力，成为“三新”领域妇联组织助

力文化传承和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我们将继续以深化妇联改革和建

设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新’领域妇联组

织建设，推动‘三新’领域妇女组织在思

想政治引领、赋能创业就业、妇女权益保

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非遗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注入更多巾帼力量。”岚县面

塑协会妇联副主席赵军连表示。

交城县

创新就业服务模式 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岚县非遗文化传承培训拓宽巾帼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