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们的餐食，一分钱不花，但安全标

准一分不能降。”在交口县桃红坡中心校食

堂里，校长刘彦伟望着排队取餐的学生，话

语铿锵有力。作为一所乡镇学校，这里不仅

为全体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更将守护“舌

尖 上 的 安 全 ”作 为 教 育 民 生 工 程 的 重 中 之

重，用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政策温暖真正落

到实处。

多年来，交口县持续推进教育惠民政策，

全面推行乡镇住宿生免费营养餐制度，切实

减轻农村家庭负担，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桃红坡中心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免费餐食打造成为

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的暖心工程。

“家长们信任学校，把孩子交给我们，‘舌

尖安全’就是我们沉甸甸的责任。”刘彦伟表

示，学校深知食品安全事关学生身体健康，丝

毫容不得半点马虎。为此，桃红坡中心校在

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监督管理等全链条环节

下足功夫，确保每一分投入都用在保障“安

全”与“营养”上。

食材安全是校园食品安全的首要关卡。

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与资质齐

全的优质供应商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建立“定

点采购、专人核验”机制。每一批次食材到校

时，工作人员都要仔细查验质检报告、采购票

据等相关证明材料，并及时录入台账，实现从

源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管理。“我们的蔬

菜、肉、蛋坚持当天配送，米、面、油每周配送

一次，严格按照储存标准实行隔墙离地存放，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保证食材新鲜度。”刘彦伟

介绍道。

在食品加工环节，学校同样秉持“高标

准、严要求”原则。食堂从业人员全部持证上

岗，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工作时统一穿戴工作

服、口罩、帽子。食堂内功能分区明确，清洗、

切配、烹饪等区域独立设置，生熟食材严格分

开存放，坚决杜绝交叉污染。“虽然学校规模

小、学生人数少，但食堂管理标准一点都不能

降低。新鲜蔬菜至少清洗两到三次，肉类也

要彻底洗净，加工过程中绝不添加任何非食

用物质，就是要让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

康。”食堂负责人宋海泉说。

为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学校组建了家

长膳食委员会，成员涵盖教师、学生代表以及

每班一名家长代表。学校定期邀请家长走进

食堂，实地查看食材采购、加工制作、环境卫

生等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形成家校协同

监督的良好氛围，共同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

“食堂的饭菜可好吃啦！每天都有不同

花样，有肉、包子、面条、米饭，还有鸡蛋。”学

生杨文宇开心地说。另一名学生张晋溥也分

享道：“我今天吃了一碗米饭，特别香！”孩子

们天真烂漫的笑容，正是对学校营养餐工作

的最好褒奖。

“免费餐食承载着党和政府的关怀，守

护‘舌尖安全’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乡

镇孩子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家庭的幸福，更

关 乎 乡 村 振 兴 的 未 来 。”刘 彦 伟 坚 定 地 表

示 ，学 校 将 持 续 巩 固 提 升 食 品 安 全 管 理 水

平 ，让 每 一 份 免 费 餐 食 都 成 为 助 力 学 生 成

长的“营养大餐”，让家长少一份担忧，多一

份安心。

如今，走进交口县桃红坡中心校食堂，热

气腾腾的饭菜香气扑鼻。这份免费营养餐，

不仅饱含着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更凝聚着

学校对食品安全的执着坚守，让乡村校园的

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温暖与安心。

在 晋 西 北 黄 土 高 原 与 黄 河 峡 谷 的 褶 皱

深处，位于兴县瓦塘镇前彰和墕村的黄河奇

石湾（六郎寨）正以“地质为骨、文化为魂、生

态 为 脉 ”的 姿 态 ，书 写 着 乡 村 旅 游 的 新 篇

章。这片曾见证李牧戍边、杨延昭屯兵的古

寨，如今既是国家 3A 级景区，更是兴县乡村

振兴与全域旅游的“金钥匙”，让千年边塞文

化与黄河生态画卷在新时代交相辉映。

一石一史一湾水

“你看这骆驼峰，像不像正驮着粮草走向边

关的队伍？”站在观景台，来自陕西榆林的摄影

爱好者王磊举着相机，镜头对准黄河岸边的象

形奇石，“既有北方山水的雄奇，又藏着江南的

灵秀，难怪古人要在这里屯兵驻守。”

黄河奇石湾的魅力，正在于这份“刚柔并

济”。40余处核心景点中，骆驼峰、狮子回头等

象形奇石历经 2.5亿年地质演化，在黄河水流冲

刷下勾勒出独特轮廓；莲花洞、圣母洞等溶洞群

藏于山间，钟乳石在灯光下宛如水晶宫殿；而北

齐古长城遗址、宋代六郎庙等历史遗迹，又让每

一块石头都成了“会说话的史书”。

“范仲淹曾在此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杨

六郎的传说更是老一辈口耳相传的故事。”景

区讲解员李娟是前彰和墕村村民，经过培训后

成为“村民导览员”的她，总能把历史讲得鲜活，

“现在游客能穿铠甲、学射箭，在六郎庙前看情

景剧，就像真的回到了宋代军营。”

这种“沉浸式体验”让文化有了温度。在

黄河农耕馆，万件老农具、旧器物诉说着晋西

北农耕文明；玻璃栈道上，游客脚下是百米深

谷，眼前是黄河奔腾；彩虹滑道旁，孩子们的笑

声与远处的黄河号子遥相呼应。2018 年，由

山西黄河六郎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累计投资

近亿元，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覆盖，让这

座曾藏于深闺的古寨，成了日均接待 2000 人

的乡村旅游热点。

一景带一村一业

“以前守着黄河讨生活，现在在家门口当

老板。”景区旁民宿老板老张笑着说。他家的

窑洞民宿快改造完成了，墙上挂着杨六郎画

像，炕上摆着山桃核手串，“改造完成后，游客

来了住窑洞、吃黄河鱼宴，收入肯定比过去种

地强多了。”

这是黄河奇石湾带动乡村发展的缩影。

景区预计通过“1+5 帮扶计划”，辐射周边 5 个

自然村，改造 100 户农家院落成特色民宿，培

训 300 余名村民当导览员、厨师、服务员。数

据显示，按如此规划，景区投入运营后，周边村

民年人均增收超 2 万元，昔日贫困村成“黄河

岸边的富裕村”便指日可待。

生态与产业的双赢更显珍贵。景区 85%的

绿化率让荒山变青山，200 亩生态农场里，山

桃、山杏、连翘既固土护岸，也能成为游客采摘

的“香饽饽”。而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贯通，更

让这片土地成了“黄金枢纽”。“从这里出发，1.5
小时到碛口古镇，2小时到老牛湾，我们串起了

一条黄河旅游精品线。”景区负责人介绍，2024
年试运营期间接待的 15万人次游客中，30%是

回头客，“很多家庭一来就住两三天，说这里能

看景、能学文化，还能帮衬老乡。”

一步一景向未来

“明年春天来，漫山山桃花开，我们办山花

节；冬天有冰瀑、雪地摩托，四季都有新玩法。”景

区负责人指着蓝图，眼里满是期待。按照规划，

黄河地质博物馆将在 2026年开馆，游客能通过

VR体验岩石风化；“夜游奇石湾”项目会让烽火

台重现光影传奇；而晋陕黄河旅游联盟的联票优

惠，将让更多人沿着黄河读懂中华文明。

来自太原的研学团队教师王丽已经提前

“踩点”：“地质课能在野外上，历史课能在长城

学，农耕课能下地种，这样的研学太有意义了。”

她计划明年带学生来住窑洞、探溶洞，“让孩子们

知道，乡村不只是泥巴路，还有这么多宝贝。”

黄河之畔，奇石不语，却见证着变迁。从

千年古寨到乡村旅游新地标，黄河奇石湾的故

事，是自然与人文的共生，是景区与乡村的共

荣，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生动

注脚。正如一位资深驴友在游记中所写：“这

里的每块石头都在说，乡村的未来，藏在山水

里，更藏在创新里。”

黄河东流，古寨新生。在这片承载着历史

与希望的土地上，乡村旅游的画卷正徐徐展

开，续写着属于晋西北的新传奇。

□ 本报记者 高茜 韩笑

兴县六郎寨景区

从千年古寨到乡村旅游新地标

图为六郎寨景区一角。

盛夏时节，岚县王狮乡蛤蟆神村

星空营地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水库

资源与生态优势，该村建成野炊烧烤

基地、彩虹大道及 2500 平方米星空营

地，配套风车隧道、亲水平台等设施，

日均接待游客 500 余人次。通过引导

村民经营农家乐、销售农副产品及提

供旅游服务，就业村民年均增收超 1.5

万元，探索出“露营经济+乡村振兴”

的新路径。 记者 刘亮亮 摄

交口县桃红坡中心校

免费营养餐 情暖农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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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洋
通 讯 员 李海凤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7 月 11
日，文水县 2025年山洪地质灾害应急

演练在开栅镇北峪口村举行。此次演

练通过模拟实战场景，全面检验了该

县应对突发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为

汛期防灾减灾工作积累了实战经验。

演练以文水县遭遇持续强降雨为

背景展开。演练中，该县气象局依据

监测数据研判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

利、自然资源部门同步启动山洪灾害

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接到预警信息后，文水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迅速启动四级应急响应，通过应

急指挥系统向各成员单位及乡镇精准

下达指令，应急处置流程快速启动。

在 演 练 现 场 ，各 救 援 队 伍 闻 令

而 动 、迅 速 集 结 ，有 序 完 成 预 警 响

应、指挥调度、群众疏散安置、被困

人 员 搜 救 、抢 险 救 援 等 多 个 关 键 环

节 。 整 个 演 练 过 程 环 节 衔 接 紧 密 ，

救 援 行 动 规 范 高 效 ，充 分 展 现 了 各

参演单位的协同作战能力和救援队

伍的专业素养。

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 安 全 ，事 关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大 局 。

参 演 单 位 表 示 ，将 以 此 次 演 练 为 契

机，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贴近实战

锤炼过硬本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持续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该县应急

局负责人强调，各单位要提高认识、

严阵以待，超前部署、严密防范，强

化领导、严实责任，推动全县防汛措

施 落 地 落 实 ，坚 决 打 赢 保 障 人 民 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御战。

该 县 防 汛 抗 旱 指 挥 部 相 关 单

位、12 个乡镇分管防汛负责人，以及

开栅镇、孝义镇、凤城镇、马西乡山

洪灾害防治区村主干现场观摩了此

次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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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岚县蛤蟆神露营地一角图为岚县蛤蟆神露营地一角。。

图为岚县蛤蟆神村的农家乐图为岚县蛤蟆神村的农家乐。。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高校

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

稳就业的重点群体。当下，正值

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关键时

期，吕梁职业技术学院将毕业生

就业工作作为“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

本问题的最终落脚点，通过举办

招聘会、访企拓岗、就业指导等

打出“组合拳”，全力做好稳就业

工作，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保驾

护航。

区域产业升级催生新需求，

随着山西省“能源革命综合改革

试点”推进，煤化工、新能源装备

制造产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需求激增。聚焦吕梁产业升

级需求，吕梁职业技术学院动态

优化学科布局，建立了“产业需

求—专业设置—就业反馈”联动

的专业调整机制，增设氢能技术

应用、煤化工技术等专业，力求

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转型发展

需求“同频共振”。依托吕梁市

“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学校强化

创 业 支 持 与 灵 活 就 业 ，构 建 了

“场地＋资金＋导师”一站式创

业服务链，2024年学生创业项目

荣获两项省级大赛金奖，带动就

业 47 人；联合企业开展“新业态

技能培训”，毕业生灵活就业占

比提升至 28%，有效提升就业比

率和就业质量。

日前，“百城千校万企”民企

高 校 促 就 业 行 动 ——“ 职 有 位

来”校园招聘会在吕梁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此次招聘涵盖了船

舶海运、汽车制造、传媒电商、煤

炭技术等行业领域，共有 111 家

用人单位提供了技术员、电商运

营、船舶轮机员、健康顾问等方

面 的 岗 位 ，精 准 对 接 学 院 1624
名应届毕业生。“我们学校开设

的就业指导课程很实用，对此次

的应聘有帮助。”来自智能煤矿

开采专业的 2025 届毕业生蒋沂

璇说道。

为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

和就业服务，吕梁职业技术学院把行业企业需求纳入人

才培养环节，持续做好领导班子带头“访企拓岗”，为高校

毕业生推荐就业岗位 1500 余个，发布就业信息 40 余条，

举办线下小型招聘会 20余次、大型线上招聘会两次，为高

校毕业生争取更多就业资源和就业机会。积极探索中国

特色学徒制，与 20 多家省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校企合作关系。对接省级重点专业镇，牵头共建首批

省级特色产业学院——“杏花村白酒学院”，与鹏飞集团、

金达集团等共建实训基地，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有

效衔接。“我们征集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企业岗位需求

等，精准化促进供需匹配。”学生招就处副处长张景表示，

学校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校企合作，不断优化人

才培养方案，通过职业规划课程、就业指导讲座等活动，

全方位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实现“行业对专业，就

业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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