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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俊瑛）为进一步
落实市级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
士联谊交友制度，11 月 1 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张建元到山西瀛航（运城）
律师事务所调研。市人大常委会法律
咨询中心、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随同
调研。

张建元一行实地参观了瀛航律师
事务所文化墙、党建活动室、律师办公

区，观看了该所发展历程、法律服务宣
传片，听取了该所关于党的建设、队伍
建设、公益法律服务、法律产品研发、
品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汇报。

在随后召开的法律咨询交流座谈
会上，张建元对瀛航律师事务所在法
律服务方面采取的数字化、多元化、
便民化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
政治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 牢 牢 把 握 律 师 行 业 发 展 的 正 确 方
向，围绕党委、政府工作大局，始终
牢记律师职业初心使命，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意识，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积极践行公益法律服务。要加大创新
力度，深挖品牌价值，加强信息化建
设，进一步提升行业影响力，以高质
量律师队伍助推我市法律服务行业健
康发展。

张建元在山西瀛航（运城）律师事务所调研时指出

牢记律师初心使命 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 者 祁克宁）11 月 1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杰同河南
省三门峡市副市长秦迎军，就运三高
速三门峡公铁黄河大桥收费工作进行
工作会谈。

陈杰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秦迎军
一行来运对接工作表示欢迎。他说，
连通晋豫两省、黄河两岸的运城至三
门峡高速公路三门峡公铁黄河大桥全

线贯通运营，彻底打通了阻隔两地多
年的“断头路”，晋豫两省间再添发
展新通道。该大桥的开通运营，有利
于推动运城和三门峡两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对于交通物流行业普遍反
映收费较高的问题，应高度重视，充
分做好调查研究，在保民生保畅通的
基础上，两地尽快协商拿出科学合理
的解决方案，营造共生共荣的良好环

境。
秦迎军说，运三高速三门峡公铁

黄河大桥全线开通运营，为加强两地
经济协作、增进两地民生福祉和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赋能
添翼。希望两地充分考虑各方利益，
共同努力把现有的民生问题解决好，
为两地交流发展注入活力，助力两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对接三门峡公铁黄河大桥收费工作
陈杰同三门峡市副市长秦迎军会谈

本报讯（记 者 柴瑜竟）11 月 1
日，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同市乡村振兴
局联合召开重点老区村 2024 年新项目
谋划会。

会上，各县（市、区）乡村振兴局局
长、老促会会长汇报了今年以来各自
负责的重点老区村项目帮扶工作情况
和 2024 年新项目谋划部署情况。今
年，市老促会和市乡村振兴局联合出
台《运城市支持革命老区重点村乡村
振兴项目建设方案》，决定在全市 895
个老区村中选择一部分重点村，优先

安排衔接资金，实施联农益农产业发
展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老区振
兴。截至目前，全市在 45 个重点老区
村实施了 50 个乡村振兴项目，总投资
4354.4万元。

会议指出，各县（市、区）在重点老
区村项目建设中开局良好，但也存在
衔接资金使用方向研究不深入、项目
谋划不精准、项目管理要求不明确等
问 题 。 明 年 在 项 目 建 设 中 要 精 心 谋
划，把握好中央、省、市各级相关政策，
建立项目专班机制、项目清单机制、调

度通报机制；要严格监管，确保项目资
金合规使用，将绩效管理、公告公示和

“负面清单”等制度落到实处。
市老促会会长董鹏翔指出，今年

在重点老区村实施项目思路正确、机
制可行、推进有力、开局良好。2024 年
谋划新项目要着力提升项目体量和投
资数量，特别是夏县、垣曲、平陆、闻
喜、绛县 5 个老区县，要再筛选一批重
点村进行扶持。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入调查研究、善于协调对接，为革命老
区实现振兴提供强大助力。

我市召开重点老区村2024年新项目谋划会

本报讯（记者 牛嘉荣 游映霞）
10月 2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
坛——夏时期的中国”专家组在我市
考察调研。

此次考察是本届“西阴论坛”的重
要活动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学
专家学者前往夏县辕村遗址、夏县东
下冯遗址、闻喜上郭遗址现场调研，研
究进一步推进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
专家组还前往运城博物馆、运城盐湖、

解州关帝庙，近距离感受河东大地的
厚重历史文化。

本届“西阴论坛”专家组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
产 研 究 院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北 京 大
学、吉林大学等全国考古领域知名研
究机构和高等院校。

10 月 28 日上午，吉林大学考古学
院教师领队向专家组汇报了夏县辕村
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成果，以及教学

工作开展情况。专家组详细了解遗址
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并结合发掘情
况就夏时期考古研究的新趋势进行了
现场讨论。在考察夏县东下冯遗址和
闻喜上郭遗址时，专家组仔细研究了
遗 址 现 状 、遗 迹 分 布 及 周 边 地 理 环
境。在参观运城博物馆、运城盐湖、解
州关帝庙后，专家组就寻找华夏文明
的起源及文化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开发
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第三届“西阴论坛”专家组在我市考察调研

“峰娃，过几天要下雨，我想着
明后天把 4 亩玉米收了，你能找下收
割机吗？”

听着电话那头焦急的声音，张峰
毫 不 犹 豫 地 答 应 下 来 ：“ 没 问 题 ，
婶，我跟司机打好招呼，到时候我去
地里盯着，争取下雨前收完！”

半个月前，盐湖区泓芝驿镇西翟
底村 65 岁的村民张冬菊打电话给张
峰，希望他能帮忙收玉米。因这一个
电话，接下来的 10 天，张峰从找农
机 、 收 玉 米 、 卖 玉 米 到 种 小 麦 、 施
肥，为张冬菊全程张罗，免费服务。

“峰娃心肠好，对我们这些村里
的 老 年 人 有 求 必 应 ， 甚 至 会 主 动 帮
忙，比自家子女还贴心！”子女常年
在外地务工的张冬菊表示，孩子们出
去打工了，自己没有相熟的农机手，
随便找一个又不放心，思来想去给张
峰打了电话，就把难题解决了，这已
经是张峰第三年帮她张罗收玉米了。
今年，他先后帮助村里十多位老年人
收了 60多亩玉米。

张峰是西翟底村一名普通村民，
今年 51 岁，皮肤黝黑，却长着一张娃
娃 脸 ， 不 经 意 间 露 出 略 带 羞 涩 的 笑
容，显露出质朴和善良的本色。在西
翟底村村民眼中，他心地善良、乐于
助人，是出了名的好人。

两个月前，73 岁的张冰祥不小心
摔倒，腰腿疼痛无法行走，其子女都
在外地打工。知道情况后，张峰第一
时间带其去医院检查，确诊为骨裂，
于是又帮其办好住院手续、回家拿换
洗衣服。在张冰祥住院的 20 多天里，
张峰跑前跑后、事无巨细地照顾，出
院后还一天几趟去到老人家里，干一
些 跑 腿 活 、 力 气 活 ， 让 老 人 安 心 休
养。转眼间，张冰祥家的 3 亩酥梨到

了收获时节，张峰带着客商到地里，
帮老人谈拢价格后，又花了 3 天时间
采摘。当他把卖梨的钱一分不少地交
到张冰祥手上时，张冰祥泣不成声，
拉着他的手，说他就像亲儿子一样。

早在十多年前，张峰在村里搞养
殖时，就经常帮助老年人拉粮食、搬
东西，为此，他在 2013 年专门买了一
辆三轮车。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纷
纷外出务工，常住的 1100 多名村民
中，留守老人占三分之一。老年人有
大小困难都找张峰帮忙，他也甘愿当
起 300多名留守老人的“儿子”。

2017 年，张峰和爱人一起承包了
河南省郑州市一所小学的食堂。第一
年，他在郑州待了 5 天，把妻子和帮
厨人员安顿妥当后便回了村里，用他
的话说：“出去后才发现自己是真的
放心不下村里的老年人。”

从那以后，张峰每年在郑州待的
时间不超过 10 天，赚钱的事基本交给
了妻子，他则“全职”在家照顾村里的
留守老人。妻子从一开始不理解，到
后 来 也 全 力 支 持 他 。 尽 管 他 们 都 知
道，张峰留在郑州，仅仅是少雇一名厨
师一项，一年便可节省近 10万元开支。

这几年，张峰带头成立西翟底村
外出务工人员协会，号召在外年轻人
为老年人捐款，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
全村老年人送戏上门，让老年人吃一
顿热乎乎的羊肉泡馍。每一笔开支他
都在微信群里公示，没花完的钱则捐
赠给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只要村
里老年人有办社保、缴费、开证明等
需要跑腿的事，他二话不说，放下手
里的活就开车带人去办。他还经常到
日间照料中心陪老年人聊天、打牌，
帮忙做饭，老人们常说“几天不见都
怪想他”，让张峰觉得自己做的事是

对的。
村里有人替张峰觉得不值，说他

“憨”：放着自己家的事不管，跑去管
别人的事。但他觉得，照顾留守老人
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自己既然答应
了在外年轻人照顾其家里的父母，就
要践行诺言，踏踏实实地做、真心实
意地帮。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村
里 的 每 一 位 留 守 老 人 ， 无 论 白 天 黑
夜，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以联系他。

这 几 天 ， 地 里 的 农 活 基 本 忙 完
了，张峰打算到县城打几天短工。临
行前，他特地去看望了 65 岁的脱贫户
段庭义。段庭义因患病无法从事重体
力劳动。张峰多年来一直照顾他的生
活，免费跑腿、买药不说，几年前还
送了 3 只羊给他，让他靠养殖维持生
活。一天晚上 9 点多，段庭义发现羊
丢了，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找到，凌晨
1 点打电话给张峰，张峰打着手电筒
连夜帮他找，直到天亮才顺着粪便找
到羊。

“叔，下午我给你拿个笼子，把
狗圈起来，不然它到处乱跑影响村里
人。”离开时张峰不忘叮嘱段庭义有
事 就 打 电 话 给 他 。 从 段 庭 义 家 里 出
来，走了没几分钟，有个上了年纪的
大爷叫住他，原来是大爷家里的兔子
需要配种。“没问题，叔，联系好就
告诉你。”张峰满口答应着。

“受张峰影响，村里孝亲敬老的
风气更浓了，每年捐款年轻人都很积
极，‘孝顺媳妇’‘道德模范’层出不
穷，村民的凝聚力也更强了。”西翟
底村党支部书记张登科说，张峰不图
名、不图利，甘心做老年人的后盾，
村干部就做他的后盾，“大家齐心协
力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让老年
人生活更幸福！”

连续十多年义务照顾村里老年人——

张峰：做留守老人的“儿子”
本报记者 吴 莉 裴旭薇 见习记者 王月文

10 月 31 日，闻喜县桐城镇上白土村的金丝皇菊种植
基地，金灿灿的菊花竞相绽放，微风拂过，清香扑鼻，沁人
心脾，当地村民忙着采摘菊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经过几年的发展，金丝皇菊如今已经成为桐城镇的

一张名片。该镇培育出了“新桐农业”菊花饮用茶品牌，
形成了金丝皇菊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产业链条，为当地
群众开辟了稳定的增收致富渠道。

特约摄影 温徐旺 刘 佳 摄

全市坚持以创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总牵引，
市委深改委连续 3 年把其作为年度重
大改革任务，由市委主要领导领衔推
进，滚动实施“双十工程”，在生态保
护与建设、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一泓清水入黄河”、打造人民幸福河
等方面谋项目、促发展、蹚新路，奏响
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建设最强音。

生态优先，唱响绿色发
展主旋律

全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保护优先、绿
色低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通过改革
赋能、创新驱动，率先在污染治理、抓
好水土保持、提升防洪排涝能力、推
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产业转型升
级、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区
域协同、增进民生福祉“八个方面”做
好示范，绿水青山正加速蝶变为造福
百姓的金山银山。

全市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围绕国土绿化、生
态保护修复、水土保持与矿区生态修
复、湿地生态保护等方面，每年滚动
实施重大项目，投资 1252.53 亿元，涉
及 471 个项目，全力改善生态环境。开
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黄河和黄河流
域防护林屏障工程为重点，加大园林
村庄建设力度，让更多绿色走进城市
乡村，大力推进森林乡村建设。坚持
以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等为重点，持
续实施水土保持工程，累计建成淤地
坝 148 座 ，完 成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6527.45 平方公里，占区域水土流失面
积 78.15%。

强力推进“五条绿色走廊”建设，
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沿黄美丽乡村示范带，串
联 生 态 、农 业 、文 化 、乡 村 旅 游 等 资
源，建设特优农业、生态保护、文旅融
合、美丽乡村、特色小镇五大基地，建
成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1030 公里，建成
美丽乡村 65 个。沿汾文旅融合走廊，
围绕水生态治理、生态文旅融合和高
质量发展，实施十大行动，启动了总
投资 57.49 亿元的 47 个重大项目。沿
涑水河田园风光走廊，统筹涑水河流
域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和修复，盘活
生态、文旅、康养、农业等要素，推进
涑水河清水复流。绿水青山中条新生
态文旅经济走廊，串联中条山脉五老
峰、泗交、历山、凤凰谷等风景区，发
展生态观光、文化旅游、山地养老、休
闲康养等生态经济。峨嵋岭绿色产业
走廊，全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
业技术装备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等
重大项目，万荣、稷山、临猗获批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

全力打好“三大保卫战”，坚持治
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统筹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开展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全市 PM2.5

平均浓度持续降低。实施“一泓清水
入黄河”工程，加强饮用水源、黑臭水
体、工业废水、城镇污水、农村排水治
理，推动化工类园区废水循环利用实
现零排放。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
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和农膜
回收行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到了 100%。

项目支撑，唱出高质量
发展最强音

全市通过实施“十大高质量发展
工 程 ”，抓 招 商 引 资 、抓 市 场 主 体 培
育、抓发展动能转换、抓项目达产达
效、抓人才智力支撑，优化营商环境，
建成大运新能源汽车、正威国际新材
料产业园、建龙钢铁深加工、永济蓝
科途锂电池隔膜等一批标杆性、示范
性重大项目，奋力蹚出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新路。

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增加含绿量，
通过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开发绿色
产品、打造绿色园区，产业含绿量持
续 递 增 。推 动 传 统 优 势 产 业 迭 代 升
级，新型铝镁合金产业基地、精品钢
基地、新材料产业基地集聚成势，中
铝新材料、大运新能源汽车、银光华
盛镁业、亚宝药业 4 家企业成为全省
首 批“ 链 主 ”。深 化 能 源 革 命 综 合 改
革，着力建设绿色节能示范区、新能
源产业集聚区、智慧能源网联区和清
洁利用先行区，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垣曲、绛县、河津等一批抽水储能项
目率先启动，走在全省的最前面。

战新产业培育跑出加速度，深入
实施“415”十大工业产业集群培育工

程，打造“合汽生材”新兴产业地标，
不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聚力推
进农副产品精深加工行动，大力发展

“特”“优”农业，加快“果品蔬菜、饮品
酿 品 、主 食 糕 点 、药 材 药 品 、肉 蛋 制
品”五大产业集群建设，黄汾百万亩
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形成规
模；大力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持 续 打 造

“运城面粉”“运城苹果”“运城蔬菜”
三大品牌。

数字赋能转型发展，制订了《运
城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培
育工作方案》《运城市企业数据管理
国家标准贯标试点工作计划（2023-
2025 年）》等方案，加快产业智能化、
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通过创建
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加快建设数字政
府、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盐湖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入选省级科技园区。今
年新增 23 家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贯标企业，总数达到 122 家，建设全
省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改革攻坚，唱好现代化
建设进行曲

全市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让
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伟大号
召，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 明 、治 理 有 效 、生 活 富 裕 ”的 总 要
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建立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发
展新模式。

坚 持“ 四 水 四 定 ”，加 强 治 水 兴
水 ，实 现 人 水 和 谐 。统 筹 规 划“ 水 工
程 、水 治 理 、水 生 态 、水 资 源 ”，推 动

“供水、节水、排水”三位一体发展，加
快推进禹门口西范东扩工程、小浪底
引 黄 工 程 、黄 河 小 北 干 流 提 黄 工 程
等。坚持节水优先、系统治理，改造、
修 复 、提 升 官 道 河 、干 河 、尊 村 引 黄
渠 、姚 暹 渠“ 两 河 两 渠 ”供 排 水 主 渠
道，整治连通“十湖”蓄滞空间，通过
大 循 环 改 善 水 质 ，让“ 死 水 ”变“ 活
水”，七彩盐湖和姚暹渠基本实现河
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蝶变。

通过建设黄汾百万亩粮食优质
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实施基础设施提
升、良种科技攻关、农水集约增效、农
技集成创新、农机配套融合等八大工
程，打造连片示范样板，实现旱涝保
收 、高 产 稳 产 ，守 稳 粮 食 安 全 底 线 。
2023 年，全市夏粮产量 137.37 万吨，
同比增长 0.7%，占全省夏粮总产量的
55.6%。今年新增水浇地面积 13.54 万
亩，新增高标准农田 28 万亩，高标准
农田面积占全市永久基本农田比重
达 73.1%，粮菜产量占全省五分之一，
果渔产量占全省半壁江山。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
城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推动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为牵引，深入实施文旅融合“双
十工程”，擦亮“关公、盐湖、黄河”三
大金字招牌，突出黄河文化、地域特
色、乡土风情、民俗展品、乡村记忆等
元素，开发弘扬运城历史文化新时代
价 值 的 旅 游 消 费 产 品 ，平 陆 东 坪 头
村、河津龙门村等一批乡村旅游示范
村闪亮登场，盐湖向阳小院、万荣闫
景九号院、垣曲马家园等“黄河人家”
品牌和盐湖西张耿村、范家窑村、垣
曲望仙村等一批乡村民宿品牌，已经
成为黄河金三角乃至全省乡村旅游
的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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