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张
聪） 为有效防范遏制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充，坚决整治住宅小区占堵消防车通

道、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

问题，7月 16日晚，吕梁市消防救援支队

联合公安、应急、市场、乡镇（街道）等相

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

违规停充和畅通生命通道安全隐患集

中夜查行动。

此次行动检查组抓住夜间居民集

中返家高峰时段，重点检查消防车通道

是否保持畅通，并复核小区内部道路通

行条件，对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

的违法行为进行现场清理和处罚；在住

宅小区内部公共区域、门厅、楼道口，严

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

“飞线充电”、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处

充电等行为；检查组深入住宅楼内的疏

散楼梯间、公共走道及安全出口进行了

仔细检查，对于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处堆放杂物、停放车辆、设置障碍物等

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的行为，现场责

令物业和业主立即整改清除，恢复通道

畅通。

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组现场

予以清理、拖移，并依法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警示教育；对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

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

检查组坚持“边检查、边劝改、边宣传”

的方式，向小区居民、物业管理人员同

步开展“面对面”警示教育和消防知识

普及，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抵制占用生命通道行为，共同维

护社区消防安全环境。

下一步，吕梁消防将固化多部门联

动、常态化夜查、隐患“清零”机制，持续

推动电动自行车违规充停和畅通生命

通道规范化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吕梁多部门联合开展夜间突击检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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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绿色消费发展迅速，消费方式

持续优化，重点消费领域成效显著，为经济社

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消费

模式正从一种生活理念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市

场行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受消费品以

旧换新政策带动，今年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超 1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318.2万

辆 和 307.5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0.4% 和

47.1%。京东数据显示，今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20 日，家用电器（一级能耗）搜索量和销售量

同比分别增长 40%和 70%。随着绿色消费政

策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绿色家

装等绿色节能产品逐渐成为更多人的消费选

择。

随着收入水平和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理念更加成熟理性，消费者从

追求“性价比”到注重“绿价比”，从关注眼前

到着眼长远。近年来，我国多项绿色消费政

策先后发布：2022 年印发的《促进绿色消费

实施方案》强调，必须在消费各领域全周期全

链条全体系深度融入绿色理念，全面促进消

费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今年印发的《提振消费

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

持力度；推动汽车、家电、家装等大宗耐用消

费品绿色化、智能化升级。这些政策为绿色

消费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

尽管成效显著，但仍面临相关政策有待

完善、绿色产品市场尚不成熟、绿色消费观念

不够深入人心等问题，对此，需要多措并举，

构建绿色消费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其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让“含绿量”转化

为“含金量”。

强化政策支持。加强中央与地方政策衔接，实现地

区之间绿色消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的均衡发展与整

体推进。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扩大绿色产品补贴范

围，对绿色技术研发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支持中小企业绿

色转型。积极推动绿色消费信贷、保险等金融产品创新，

如低息贷款、绿色消费保险等，充分减轻消费者购买绿色

产品的资金压力，提升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能力。健全

绿色消费制度框架，制定和完善绿色消费法律法规，将绿

色消费纳入法治化轨道。建立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标

准、认证、标识体系，完善绿色产品和服务标准，实施认证

结果跨部门互认。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制定，推动我

国绿色产品认证与国际接轨，提升“中国绿色产品”等认

证的国际影响力。

优化市场环境。加强绿色消费市场的监督管理，严

厉打击企业“漂绿”行为，依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利用区块链技术建设全国性绿色产品溯源平台，实现绿

色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全链条数据上链，开发“绿

查通”监管小程序，提供绿色产品即时验真服务。强化绿

色产品供给能力，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支持企业开展

绿色设计、清洁生产，提升产品含绿量。完善重点行业绿

色供应链管理体系，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大力发展绿色产

业，实现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与共同使用，培育一批绿色

消费领军企业。

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文化。将绿色消费理念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通过设立校园环保实践基地、开展社区绿色消

费大讲堂、完善机关单位绿色采购制度等途径，形成基础教

育渗透、社会教育强化、公职人员示范的全链条绿色消费教

育体系。发挥媒体和社交平台的传播优势，利用互联网平

台等宣传渠道，通过开设绿色消费专题栏目、制作公益广告

系列短片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绿色消费理念，提高公众对绿

色、环保认证标识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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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树势

过多的降雨很容易造成

主要营养元素的供给饱满乃

至 过 量 ，也 同 样 会 导 致 一 些

元 素 的 供 不 应 求 ，这 就 导 致

了果树黄叶现象。所以雨后

我 们 应 该 及 时 做 好 追 肥 工

作 ，将 地 下 追 肥 和 叶 面 施 肥

结 合 起 来 ，补 充 果 树 所 缺 营

养元素。施用前注意观察缺

素 症 状 ，补 充 相 对 应 的 元

素。同时要对长势过旺的果

树进行化控。

适当施肥，增施肥料，帮

助恢复树势。用 0.3%的磷酸

二氢钾溶液，每隔 10 天左右

叶面喷施 1 次，连喷 2～3 次，

叶 面 喷 肥 可 与 喷 药 同 时 进

行。受灾较重果园应采取多

点穴施法追施磷钾肥、果树专

用肥、磷酸二铵等，每亩 40 公

斤左右。

引起烂根

暴 雨 过 后 ，由 于 积 水 过

多，根系出现缺氧现象，从而

沤根并影响养分的供给，导致

叶片快速萎蔫，随之烂根。遇

到 这 种 情 况 ，应 及 时 排 除 积

水。可以明沟排水，浅翻后亩

施生石灰和喷施爱多收杀菌。

促进花芽分化

暴雨所造成的果树旺长

会影响果树的营养生长向生

殖生长转化，从而使得果树的

营养分配更少作用于花芽分

化，致使花芽分化受阻、分化

不 良 ，继 而 影 响 到 来 年 的 产

量。所以夏剪工作就显得尤

为重要，要及时疏除过多的背

上枝条，或采取拉枝来调整树

势，从而平衡、协调营养的供

给。也可以采用喷施磷酸二

氢钾与生长抑制剂来促进花

芽分化的良性过程。

清园修剪

狂风暴雨会造成果园凌

乱不堪，应及时清园，加强灾

后修剪，对已结果的果园要全

面清除果园内的落果、落叶，

拉到果园外挖坑深埋。剪截

断枝残枝，清理出园并集中焚

烧，从而减少病菌传染，促进

通风透光。对果袋有破损而

果实无伤的，将破损的袋子去

除，喷一遍杀菌剂，待药液干

后再重新套袋扶直培土。

对于灾后倾斜或者伏地

的 果 树 ，要 及 时 进 行 扶 直 培

土，培土后要踩实，避免再次

伤根。

果园管理是否到位，直接

影响到树体的长势、果品产量

和质量等。所以，雨后的果园

管理同样不能忽视，管理工作

要做到位。

据《山西农民报》

知识农业

雨后管理果园 具体有啥措施

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该如

何应对？发生洪水、山体滑坡等

自然灾害如何快速开展抢险救

援？

近日，在方山县 2025年水旱

灾害防御暨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现场，方山县新联会会员单位天

龙救援队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

案。此次演练旨在检验救援队

伍的实战水平，强化各部门间协

同配合，最大程度减少灾害对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演练模拟了极端强降雨引

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等灾害场

景。随着现场指挥员一声令下，

“洪水”瞬间“涌来”，数名群众被

“ 困 ”在 低 洼 地 带 ，情 况 万 分 危

急。

“天龙救援队立即出动！”接

到指令后，救援队员们如离弦之

箭般冲向“灾区”。只见他们动

作娴熟，配合默契，有的队员迅

速抛出救生绳索，有的手持救生

圈涉水前进，还有的架设临时救

援 通 道 。 短 短 几 分 钟 内 ，所 有

“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至高

地，现场观众纷纷为他们高效的

专业救援速度和勇敢无畏的精

神点赞。

“在真正的洪水面前，每一

秒都关乎生命。”方山县天龙救

援队队长李永明介绍，“队员们

平时就是按照实战标准进行训

练 ，确 保 关 键 时 刻 能 够 快 速 响

应、精准施救。”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中，模拟

因山体滑坡导致部分群众被埋压

和 道 路 堵 塞 ，救 援 难 度 陡 然 增

加。面对复杂的“灾情”，天龙救

援队迅速调整战术，成立多个救

援小组，与现场各级指挥部紧密

配合，分别负责人员搜救、伤员救

治、道路疏通等任务。搜救小组

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等专

业设备，争分夺秒搜寻被埋群众；

医疗救护小组在现场搭建临时医疗点，对救出的伤员

进行紧急救治和包扎处理；道路疏通小组则快速清理

堵塞道路，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无阻。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小组密切配合、协同作

战，严格按照预定方案和流程推进，充分展示了天龙救

援队在应对水旱灾害和地质灾害时的专业素养和应急

处置能力。通过此次演练，不仅锻炼了队伍，也进一步

加强了天龙救援队与方山县委统战部及其他相关部门

之间的沟通协作，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天龙救援队作为新联会的重要力量，在关键时

刻总是冲锋在前。”方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秦芝锋

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

优势，在应急救援、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现场群众纷纷表示：“看到救援队员们这么专

业、这么拼命，心里感觉特别踏实。有他们在，我们

就有了满满的安全感。”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加强日常训练

和技能提升，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对各类灾害

事故的能力，为保障方山县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力量。”李永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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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少伟

近日，汾阳市迎来青皮核桃采收旺季，青皮核桃凭借鲜嫩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为夏季市场的热门农产品。在

郁郁葱葱的核桃林间，当地村民忙着对刚采摘的青皮核桃进行分拣、装筐,一车车新鲜的青皮核桃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记者 李宇 摄

图为检查组向小区居民、物业管

理人员普及安全知识。

冯凯治 摄

在吕梁离石，一口浓郁乡音、一袭烟火

气，让“80后”薛瑞杰从厨房灶台走向网络舞

台，从普通“素人”蝶变为本土自媒体创业

者。他以方言为纽带，用短视频为桥梁，将

吕梁的市井烟火化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

动力，在互联网浪潮中书写出独特的创业传

奇。

灶台前的“意外走红”：从家常美
味到美食地图

“说起来真是有趣，疫情封控期间，馋街

头小吃的我，就在家学着做凉皮，连锅铲碰

铁锅的声响都录进视频里了，没想到播放量

一下子破了万。”薛瑞杰翻看着手机里的视

频，脸上笑意盈盈。视频中的他，系着围裙，

略显生涩地展示着吕梁特色面食的制作过

程，揉面、擦丝、热油翻炒，每一帧画面都弥

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正是这充满生活味的

场景，吸引了第一批“老乡粉”。

起初，薛瑞杰从未想过短视频会成为自

己的事业。“有粉丝留言说，‘看你做凉皮、炒

擦擦、家庭大烩菜、蛋饼、噔噔面、合愣子，我

妈在旁边直念叨老家的味道’。”这番话如同

一束光，让他敏锐察觉到方言与本土美食这

片“稀缺赛道”蕴含的巨大潜力。于是，他果

断转型——当别人用普通话拍摄美食视频

时，他用离石方言唠家常；当别人专注精致

摆盘时，他深入街头巷尾，挖掘那些藏在“苍

蝇馆子”里的地道美味。

为探寻最纯正的本土味道，薛瑞杰走街

串巷穿梭在离石的小吃街与老街区。他将

发现的美食分享给粉丝，而粉丝吃到心仪美

食后，也会热情地向他反馈。随着时间推

移，账号的播放量与粉丝数不断攀升，这份

成长不仅让他收获了成就感，更让他找到了

自身价值，坚定了继续前行的信念。

薛瑞杰创建的话题“盘点离石好吃的”

全网播放量突破 1 亿，粉丝量从几千增长至

20 万 。 其 中 ，56%的 粉 丝 来 自 吕 梁 本 地 ，

93%的成交用户也集中于此。去年，一位定

居 澳 大 利 亚 的 离 石 人 发 来 私 信 ：“ 身 在 异

乡，山珍海味都尝不出滋味，心心念念的就

是家乡的合愣子、碗团等小吃。每次看你

的视频，听着熟悉的家乡话，看着家乡的变

化，才能稍稍慰藉思乡之情。”这份跨越千

山万水的乡愁，成为他创业路上最温暖的

力量。

MCN机构里的民生账本：从“单
打独斗”到“抱团取暖”

随着账号影响力日益扩大，薛瑞杰逐渐

意识到，仅靠个人力量难以满足商家的多样

化需求。于是，他广纳贤才，集结了曾孵化

400 万粉丝账号的资深编导、荣获摄影金奖

的年轻才俊、经验丰富的资深化妆师等本土

人才，组建起吕梁首个专注方言短视频的

MCN机构。

在机构运营初期，他们积极探索，成功

打造出“商家入驻+达人派单”的本地生活服

务模式。商家将景点门票、餐饮套餐等商品

上架平台，MCN机构依据达人的风格与专长

派单拍摄，销售完成后，佣金由平台自动分

账。“离石六六”账号表现尤为亮眼，单条视

频 播 放 量 突 破 100 万 ，单 场 直 播 GMV 达

30.56 万元，单账号团购带货金额超 130 万

元，各项数据远超全国 90%的同级别创作

者。

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份亮眼的“民生账

本”：2024年，薛瑞杰的传媒公司销售额突破

8500 万 元 ；2025 年 第 一 季 度 ，销 售 额 已 达

3700 万元，且每月以 10%的速度持续增长，

累计为吕梁 1700 多户商家提供服务。在薛

瑞杰的带动下，吕梁本地涌现出众多方言短

视频创作者。由退休职工、退伍军人、单亲

宝妈组成的“草根达人团”，纷纷拿起手机，

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点滴变化，共同为家乡发

展助力。

乡音里的责任与担当：从“流量网
红”到“政协委员”

2022年初，薛瑞杰迎来了新身份——离

石区文化艺术界政协委员。这一身份的转

变，让他开始深入思考：网红该如何在政治

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有位粉丝妈妈留言

说，她儿子模仿我视频里的方言和表情。”这

件事让他深刻意识到，作为公众人物，自己

在镜头前的一言一行都肩负着责任。

为此，他主动与交警、消防员、反诈民警

合作，精心策划拍摄公益短视频。在交通安

全宣传视频中，他身着反光背心站在十字路

口，用吕梁方言幽默地提醒：“骑电动车不戴

头盔，警察看见要‘唠嗑’。”在反诈情景剧

里，他大胆扮成诈骗人员，以夸张生动的表

演揭露骗局。这些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视

频，不仅收获了高播放量，还被吕梁市公安

局选为反诈宣传素材。

“消费帮扶不是生意，是责任。”秉持着

这一信念，薛瑞杰带领团队走遍交口、方山、

中阳等地，在交口县乡村 e 镇开展直播带货

活动，助力农产品销售。去年“双十一”，吕

梁的核桃、红枣等特色农产品通过他们的直

播间，走向了全国各地。

“少年自当扶摇上，揽星衔月逐日光。”

这是薛瑞杰常挂在嘴边的话。展望未来，他

有着清晰的规划：打造吕梁文创产品、拍摄

非遗文化视频、拓展周边县市业务。

从单枪匹马的“素人”，到带领团队助力

家乡农产品打开销路的创业者，薛瑞杰的创

业故事如同窖藏的老陈醋，初尝是转型阵痛

的酸涩，细品有带动乡邻的甘甜，回味间尽

是互联网浪潮里扎根本土的劲道。他用方

言这把“金钥匙”，打开了吕梁本土经济发展

的新大门，让广大网友在点赞收藏间，感受

到黄土地上蓬勃跳动的时代脉搏。

薛瑞杰：方言短视频助力本土经济发展
□ 本报记者 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