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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 华） 8 月 24
日，我市召开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
暨第 33 届关公文化旅游节筹备工作
协调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
战部部长王志峰，市政协副主席刘国
义出席。

会前，王志峰、刘国义一行深入
解州关帝庙提升改造项目现场，实地
调研省旅发大会筹备工作和重点文旅
项目建设情况，与项目负责人详细交

流，询问当前工期进度及存在的困
难，现场办公解决相关问题。会议听
取了省旅发大会暨第 33 届关公文化
旅游节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并协调解
决会议报到、会务系统、会议接待等
相关事宜。

王志峰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紧盯节点、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高标准推进各项筹备
工作。要全面梳理各项筹备工作情

况，进一步完善接待、宣传、疫情防控
等专项工作方案，把各项工作做细、做
实、做到位，确保大会系列活动安全、
有序、顺畅进行。要树牢“一盘棋”思
想，加强统筹协作、沟通交流，做到信
息互通、工作互助，形成运转有序、高
效顺畅的工作格局，以高度的责任感、
使命感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让与会嘉宾
留下美好的运城记忆，全面展示运城良
好形象。

我市召开省旅发大会暨第33届
关公文化旅游节筹备工作协调会

王志峰刘国义参加会议并调研指导

“精准防控，一刻不得松懈！要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在做
好自我防护和健康监测的基础上，
积极配合所在社区的调度指挥，协
助社区做好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坚
决守牢疫情防控‘最后一百米’。”连
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在包联
小区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并慰问
下沉社区干部时反复叮嘱。

8 月 20 日，接到干部下沉社区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后，市农业

农村局迅速行动，科学调度，明确牵
头领导，细化责任分工，组织动员
150 名 党 员 干 部 ， 下 沉 中 心 城 区 凤
凰、广场、吉祥等 8 个社区的 36 个小
区，配合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值守人
员 于 当 晚 7 时 前 全 部 到 位 ， 帐 篷 、
床、被褥、电子测温计及消杀物资等
于当晚 11 时前配备到位，新一轮 24
小时执勤值守、查验扫码等工作就此
有序展开。

下沉值守中，市农业农村局下沉

干部严格按照执勤表开展轮岗值班，
对出入小区的人员及车辆认真查验

“三码”，做到逢人必检、逢车必查；
配合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开展区域
核酸筛查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
一人。其间，市农业农村局班子成
员多次深入包联小区，调研督导疫
情 防 控 工 作 ， 慰 问 下 沉 社 区 干 部 ，
并 对 存 在 的 困 难 和 需 求 现 场 协 调 、
及时解决。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我们将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全力配合社区科学、精准、稳慎、
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以务实的工
作作风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展现农业农
村干部的良好形象。”市农业农村局下
沉干部段军说。

精准防控不松懈
本报记者 董战轩

本报讯 连日来，夏县实行临
时性全域静态管理，全城按下“暂
停 键 ”， 全 县 “ 静 ” 下 来 了 。 然
而，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夏县
中心城区集中供热项目的建设者，
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抢工
期、赶进度，用实际行动保障民生
需求，他们是全城“安静”中的

“闹声”。
在夏县中心城区集中供热项目

热源厂建设现场，可以看到锅炉房、
烟 囱 等 10 个 单 体 工 程 已 经 拔 地 而
起，工人师傅们佩戴口罩、保持距
离，有的在室内忙着搭建电缆沟以及
设备基础，有的在室外加紧进行钢筋
加工及锅炉设备安装，整个项目建设
现场紧张有序。

热源厂采取整体封闭式管理，成
立专门防疫小组，每日有序组织工人
去附近的小郭村卫生站做核酸。现场

施工工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减少聚集
性施工，施工进度有序推进，主体结
构的单体工程已完成 70%。

与此同时，热源厂及时把工程进
展情况上报项目指挥部，积极与疫情
防控部门、交管部门协调沟通，确保
设备材料及时入场，不耽误工程进
度，确保如期实现本年度供热既定
目标。

（贾海燕）

夏县：防疫情抓建设保民生

“我上次就是下沉干部，小区
的情况熟悉，我去！”“所有下沉社
区 的 干 部 集 合 完 毕 ， 立 即 出
发。”……8 月 20 日晚 6 点，市行
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20 余名党员准
时到达下沉的站前社区 9 个点位，
第一时间开展卡口值守和重点人员
排查工作。

8 月 20 日下午 4 点，该局闻令
而动，迅速落实市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精神，抽调党员干部，对
接下沉小区，制定包联小区 24 小时
卡口值班表，迅速有序参与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

值守人员到达值守点后，坚守职
责，对进入小区人员认真查验“三
码”，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车，对

“三码”异常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社
区处置，并配合社区做好安置工作。

由于下沉值守工作开展紧急，值

守点帐篷搭建比较仓促，条件较为艰
苦，但是下沉干部没有一人叫苦。到
岗后，他们第一时间协助站前社区工
作人员对各小区周围进行卫生清扫和
全面消杀，张贴场所码，详细了解小
区人员流动情况，有条不紊地开展风
险人员排查、扫码信息登记、防疫知
识宣传等工作。

下沉干部在做好值守的同时，对
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诉求，第一时
间给予解答或向社区反馈，及时消除
社区居民因防疫措施加强而产生的
恐 慌 情 绪 。 小 区 一 位 王 姓 大 爷 表
示：“有下沉干部的坚强守护，防疫
之门一定会守得好守得牢，感谢他
们！”

“疫”线集合尽担当
本报记者 魏 濛

本报讯（记者 孙 雄）疫情形
势下，社区管控进一步加强，“菜篮
子”“米袋子”是市民群众最关心的
问题。8 月 22 日，盐湖区商务局为
美团配送、沃尔玛、万荣易家等生鲜
超市及时发放盐湖区疫情防控物资
配送人员工作证，为顺畅配送保驾

护航，牢牢守护市民的“菜篮子”。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市区两级

商务部门从需求调查、货源保供、配送
到户等方面逐项进行梳理，同步加强
配送力量组织，确保“最后一百米”不
打乱仗、不掉链子。在盐湖区实行临
时性全域社会面管控期间，市区两级

商务局通过与保供企业结对子，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确定 11
家生鲜企业和 3 个保供市场作为生活
必需品保供企业，为符合防疫条件、具
备配送能力的外卖小哥和生鲜超市发
放物资配送人员通行证，全力打通民
生保障“最后一百米”。

商务部门:全力守护“菜篮子”

“李振种植一亩冬枣能卖一两万
元，别人只能卖六七千元。”在临猗县
庙上乡张庄村，说起返乡大学生李振，
村里人都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

“大学生学习快、懂技术，知道什么
时候用药、用什么农药、预防哪一类病
虫害，也会科学配比施肥、改良土壤。
他们种出的冬枣，品质好、产量高、价格
高。”见识到大学生的厉害，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临猗县特贡冬枣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滕红革对大学
生们评价很高。

庙上乡是远
近闻名的枣乡，
目前，全乡种植
设施枣树 8 万余
亩，年产鲜枣 1.6
亿公斤，产值近 10 亿元。这么大的一
个产业，已经吸引 42 名大学生回乡创
业。

张庄村的合作社辐射 5000 多亩
枣 园 ，吸 纳 3 名 返 乡 大 学 生 就 业 。
2020 年，合作社统筹利用上级组织下
拨的 50 万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专项
资金，动员社员出资 150 万元，建设了
一座冬枣交易市场，兼具农民技术夜
校、测土配肥实验室、农资服务部、鲜
枣冷藏库、冬枣分拣包装车间等功能，
搭好了返乡大学生就业的“舞台”。两
年多来，3 名大学生大显身手，帮助临

猗冬枣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李振首先登台。他是庙上乡胥村

人，2010 年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专
业是国际贸易，在太原打拼了 6 年后，
2016 年返乡种枣，承包枣园当农民，
两三年时间就成长为一名技术精湛的
乡土专家。

他在承包的农场里分别建了 3 种
不同类型的日光温室，施展本领：11
亩地坑温室，保温能力最强，冬枣 6 月

成熟，最早；30 亩双膜钢架温室，冬枣
7 月成熟，不早不晚；15 亩雨棚，能防
雨防雹，9月成熟，最晚。

“分成 3 块，错开了上市时间，也
拉长了货架期。”李振的这一决策合理
分配了精力，这几年，3 块地每年总收
入 100万元以上。

在儿子创业之前，作为一个传统
的农民，李振的父亲只敢搭建简易钢
架棚，虽然收入也不低，但比起儿子就
差了一截。

因为技术好，2018年以来，李振被
特贡冬枣农民专业合作社聘为技术

员，为广大农民提供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正在把农户走过的弯路

矫正回来。”滕红革说。
再说滕彩红。她是张庄村人，今年

47 岁，2000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20 年来
一直在邻近的永济市就近打工。2019
年，合作社要搞测土配肥业务，鉴于这项
业务有点难度，合作社党支部就把她请
了回来，并专门送她到上海进行为期一
周的培训。从此，滕彩红正式上岗，逐渐

成长为测土配肥领
域的专家。

滕 川 负 责 销
售 。 他 1995 年 出
生，张庄村人，2016
年毕业于山西职业
技 术 学 院 。“2021
年回村，主要工作

是对接全国各大超市。去年，顺应超市
对农产品质量的较高要求，我们合作社
对辐射的 5000 多亩枣树开展了绿色认
证，已经初步过审。”滕川说，“将来，我们
要直接和出口商取得联系，把临猗冬枣
出口到更多国家。”

下一步，庙上乡党委将发挥返乡创
业青年人才联盟庙上联络站的作用，进
一步动员在外的大学生返乡，共同发展
冬枣产业。并计划建立若干个冬枣产业
示范园，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返乡大学
生以技术入股，真正把园区建成共同富
裕的示范园区。

合作社搭平台 大学生显身手
——临猗县张庄村特贡冬枣农民专业合作社见闻

本报记者 苏黎原 南 辽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河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持续滚动推进“三个一批”活动，坚持

“五先协同，三动融合”的发展思路，全
力提供要素保障，助企纾困应变克难，
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7 月份，在
运城市组织的开发区“三个一批”项目
推进情况通报中位列第一。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该开发区着
眼各项工作指标，在谋划重大项目、配

套项目、链条项目、关联项目、前沿项
目上集中发力，围绕实施总投资 162.7
亿元的 50 个项目，实行“六个一”推进
机制。组建纾困专班，狠抓要素保障，
加快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全力解决企
业土地、资金、环评三大瓶颈问题。抓
项目落地，对永津集团、华辉杰能源、
鹤龙精细化工、科创园等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全部实行“承诺制+标准地+全
代办”模式审批。同时，探索实行“桩

基先行”模式，助力项目建设提速。
据悉，目前，6 个项目已经投产，8 个

项目正在进行设备安装，3 个项目正在
进行土建工程，经开一路、经开二路一期
项目已经建成通车，1 号排洪渠、北区排
洪渠基本完工。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
增加值 70.5 亿元，同比增长 18.8%；工业
投资 30.3 亿元，同比增长 25.2%；“四上”
企业数达到 44 家，同比增长 29.4%；主要
经济指标顺利完成“双过半”。（任芙蓉）

河津经开区推进“三个一批”加强项目管理

本报讯 今年以来，垣曲县皋落
乡坚持以“政治清明、班子清廉、干部
清正、作风清新”为目标，筑牢制度、责
任、文化“三堵墙”，扎实推进清廉机关
建设。

聚焦政治建设统领，筑牢清廉机
关“制度墙”。始终坚持政治统领，认
真开展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三会一
课”、干部教育培训，强化思想认识，常
态化推进政治建设。印发年度党建、
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要点，贯彻落
实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三重一

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制定党委年度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主体及范围一
览表和主体责任清单，持续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聚焦作风建设提升，筑牢廉洁干
部“责任墙”。严把党员干部政治关、
廉洁关、形象关，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严格制定机关管理、村干部
管理、请销假等制度，坚持用制度管
人、管物、管事。逐级开展廉政谈
话，“一把手”与班子成员、班子成
员和机关干部、包村领导和村组干部

逐级开展个性化、针对性的廉政谈话，
实现全乡谈话对象全覆盖。严格落实

“两个责任”，认真绘好廉政画像，建立
健全廉政档案。

聚焦崇廉新风创建，筑牢机关氛围
“文化墙”。依托乡党委党校每日培训平
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建廉墙、挂
廉语、读廉书、写廉文等活动，不断完善
廉洁机关和皋陶司法文化公园建设，打
造乡村两级廉洁基地。组织开展“深化
作风整顿 创建清廉机关”主题讲述活
动，引导党员干部把纪律规矩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把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和清廉
村居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全乡清廉村居规范化建设覆盖率
已达 100%。

（原 博 范雪静）

垣曲皋落乡筑牢“三堵墙”助推清廉机关建设

本报讯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运城
市分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
面落实总行绿色信贷工作要求，加大
对地方“三农”领域绿色项目的信贷支
持，高质量推进“绿色银行”建设。近
3 年来，审批绿色贷款 45.73 亿元，已
投放 28.52 亿元，为运城市绿色经济发
展贡献了政策性金融力量。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要求，聚
焦水利和城乡水网建设薄弱环节，先

后审批贷款 11.4 亿元。目前，已投放
7.4 亿元，支持新绛县汾河城区段汾河
治理，加固洪水防护堤，增添城市花
园；支持临猗饮水安全提升、大嶷山供
水区和楚侯工业园供水、盐湖半坡调
蓄库工程等项目。

助力政府用好用足土地资源，审
批贷款 17.07 亿元。目前，已投放 9.63
亿元，支持风陵渡 3 个村的耕地开发，
以及稷山、平陆等十余个乡镇片区的

土地整治；支持 3 个开发区标准化厂房
建设、绿元农贸市场改造；支持芮城通用
机场建设。

聚焦重点领域、民生工程，创新服务
模式，审批贷款 17.26 亿元，加大对绿色
低 碳 经 济 的 信 贷 支 持 。 目 前 ，已 投 放
11.49 亿元，支持运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建筑垃圾处置利用、运城热力等项
目，在全市打造一批惠及民生的人居环
境提升项目。 （卢博宇）

农发行运城市分行以绿色信贷助力经济发展
近3年来，审批绿色贷款45.73亿元

慎 终 如 始慎 终 如 始 精 准 防 控精 准 防 控

河津市小梁乡刘村水果产业示范基地是省乡村振兴
局确定的 2022 年省级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创建项目，也是
该村党支部实施“党建+”的一项重大举措。该项目投资
300 万余元，采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以农

业“新、特、优”发展战略为导向，努力打造科技含量更高、配
套设施齐全、产值效益显著、示范带动明显的特色产业示范
基地。图为近日拍摄的基地一角。

特约摄影 韩国栋 摄

8 月 21 日 ，芮 城
县古魏镇南关村，国
家级非遗项目杖头木
偶传承人尚文斌在排
练 线 腔 木 偶 戏《放
饭》，为参加在平遥举
办的“全省民间有高
手”节目大赛作准备。

杖头木偶戏是以
木棍举托操纵木偶，
做出各种造型动作加
唱腔的一种古老的传
统戏曲形式，距今已
有 170 多 年 的 历 史 。
2014 年 杖 头 木 偶 被
列 为 国 家 级 非 遗 项
目 。 尚 文 斌 今 年 58
岁，自 14 岁开始跟随
父亲学艺。40 年来，
他钟情这一民间艺术
痴心不改。

特约摄影
肖永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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