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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祁克宁）11 月 15
日，市安委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
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杰出
席。

会上，市应急管理局通报全市安
全生产形势和重大事故专项整治进展
情况，深入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对
下 一 阶 段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进 行 安 排 部
署；市能源局和平陆县、稷山县相关负
责人分别作表态发言。

陈杰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市
政府的安排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 责 任 感 ，抓 实 抓 细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
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举一反三，
深刻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安全风险管
控和事故隐患整治，对当前安全生产
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深入推进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强化突出重
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和问题整改，
加大执法力度，加快工作节奏，严格精

准执法，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陈杰强调，安全生产是一个全面、

系统的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全
面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突出危化品、煤
矿、非煤矿山、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
行业领域，严密精准落实防范措施，筑
牢安全生产“铜墙铁壁”。要高度重视
冬季森林防火工作，采取“防”的措施，
做好“救”的准备，确保无森林火灾险
情发生，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安委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陈杰出席

秋阳染红晕，灯笼挂枝头。
暮秋时节，行走在万荣县汉薛镇薛

村沟村，除了缀满枝头那一串串一簇簇
火红的柿子，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房前屋
后、院落窑顶、巷道两旁一箔箔一片片
橙黄的柿饼，在秋阳的映衬下，柿农们
有的翻晒整理，有的加工定型，丰收的
喜悦溢于言表。

作为革命老区的薛村沟村位于稷
王山南麓，全村 7 个居民组 9 个自然村
分布在“七沟八岭一面坡”上，沟壑纵
横，土地零散。该村有 371 户 1200 余口
人，总耕地面积有 5896 亩，农业产业以
小麦、玉米种植为主，经济林主要栽植
核桃树、柿树、苹果树、杏树等。由于自
然条件的约束，薛村沟村的发展一度比
较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关心和支持下，薛村沟村历届“两委”
带领广大村民硬化了村主巷道，建成了
文化广场、图书室、村级卫生所及便民
超市等基础设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在县镇两级党委、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薛村沟村把发展柿树经济
林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民增
收致富、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依
托当地自然资源和柿树种植优势，践行
农业“特”“优”战略，做优做强“土特产”
文章，本着“上山、进沟、占边”的原则，
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柿子种植和精深加
工。“近年来，薛村沟村逐步摸索出‘三
防一喷、整修树盘、中耕除草、注重施
肥’等一整套柿树综合管理技术，目前
全村发展成片柿树 900 余亩 2 万余株，
零星柿树有 5000 余株，年产鲜柿 500 万
公斤，加工柿饼 130 万余公斤。”薛村沟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黄革栋告
诉记者，“与此同时，加强产业链条建
设，打造营销品牌，利用汉薛镇政府注
册的‘蜜罐罐’‘钱串串’‘凌霜’3 个柿
饼商标，引导农民加工柿饼，变过去‘卖
鲜柿’为‘卖柿饼’，靠精深加工实现‘柿
业增效、柿农增收’。”目前，薛村沟村生
产加工的优质柿饼畅销东北、内蒙古等

地，并远销日本等国，柿树已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摇钱树”。

迈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征程，薛村沟村

“两委”大力扶持脱贫群众因地制宜，利
用房前屋后、院落窑顶、闲置场地，发展
以柿饼加工为主的庭院经济，拓宽增收
致富渠道。特别是以稳定脱贫户、监测
户收入为出发点，把发展脱贫户和监测
户高质量庭院经济作为其精准帮扶的
重要措施，扶持 41 户有发展潜力的脱
贫户加工柿饼增加收入，每户发放奖补
资金 2000 元。同时，强化资金使用效
益，确保“政策扶持不落一户、政策带动
精准有效”。“我们帮助每户添置 1 台价
值 700 元的电动柿饼加工机，以提高柿
饼加工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添置晾
晒箔子、防鸟网套、防雨塑料布等，确保
把国家资金用在刀刃上。”黄革栋告诉
记者。

在此基础上，薛村沟村“两委”注重
柿饼加工技术指导和宣传发动，利用大
喇叭讲解电动柿饼加工机的使用方法
及注意事项，组织专人深入农户指导柿
子脱皮加工技巧，确保有能力者都能熟
练上机操作。此外，该村“两委”及早着
手，与太原、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等

地 20 余家客商联系，洽谈柿饼销售相
关事宜，最大限度确保“好柿饼卖出好
价钱”。

现年 51 岁的脱贫户王俊波，全家 3
口人，其 15 亩责任田种植柿树 5 亩、双
季槐 4 亩。他利用国家发放的奖补资
金购置了两台电动柿饼加工机，今年将
自产和收购的 4 万余公斤鲜柿，加工成
1 万多公斤柿饼，预估收入可达 10 万
元。加上作为柿饼经纪人的收入和种
植双季槐等收入，王俊波全家今年收入
有望突破 20 万元。来到王俊波家中，
平房顶、院落内，甚至门前闲置的原村
办小学篮球场全晾晒的是柿饼。王俊
波的妻子王春红笑着说：“你可别小瞧
这些‘金蛋蛋’，全是‘钱串串’。”据介
绍，在该村扶持的 41 户脱贫户中，收入
在 10万元以上的达 6户。

“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我
们将持续把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加快形成‘小规模、大群
体，小产品、大产业’的庭院经济发
展 格 局 ， 加 快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助力乡村振兴提档升级。”黄革栋
告诉记者。

精耕“方寸地” 巧谱“振兴曲”
——万荣县薛村沟村发展庭院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小记

本报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王成林

本报讯（记者 李宏伟）11 月
12 日，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山西赛区）小学阶段 U8/U10/U12
比赛在山西省足球训练基地落幕，
我市代表队取得 U10 组冠军、U8 组
季军、U12组第四名的好成绩。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
厅主办，省足协承办，旨在进一步推
广普及足球运动，带动更多人参与

到足球运动中来，着力打造高水平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促进体育事业
融合、协同、高质量发展。本次比赛
U8 组为五人制比赛，U10 组、U12
组为八人制比赛，共有来自全省的
39 支 代 表 队 、700 余 名 运 动 员 参
加。赛场上，足球小将们挥洒汗水、
激情拼搏，展现了顽强、坚韧的精神
品质，尽情绽放足球运动的魅力。

我市代表队获全国青少年
足球联赛（山西赛区）U10组冠军

本报讯 （记者 雷登攀） 今年
以来，河津市城区街道以“四推四
提升”抓实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切
实做到流动党员流动不“流失”、
学习不掉队。

一是推动全面摸排，提升管理
水平。要求各村 （社区） 党支部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对辖区流动党员进行全面精准摸
底，建立流动党员台账，及时更新
调整流入流出情况，做到流动党员
底数清、情况明。同时，严格落实
党支部主体责任，主动与流入地党
组织对接，对符合条件的流动党员
及时督促转接党组织关系；对暂不
具备转接党组织关系条件的，及时
提醒流入地党组织进行有效管理。

二是推动制度规范，提升执行
能力。制定流动党员管理制度，明
确流入党支部与流出党支部管理流
动党员的职责。通过电话沟通等方
式持续加强与在册流动党员的联
系，发放流动党员证，引导流动党
员及时到流入地党组织报到，增强
流动党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

组织生活的自觉性、积极性。同
时，每季度与流动党员联系，动态
了解他们在外学习、工作和生活情
况，尽力帮助解决他们实际困难，
确保流动党员与党组织保持联系，
夯实教育管理基础。

三是推动教育引导，提升学习
质效。通过电话、微信和流动党员
座谈会，加强与流动党员的双向沟
通。用好网上党支部等载体，把线
上线下教育结合起来，利用微信群
推送各类电子学习资料，并督促流
动党员依托学习强国等平台开展线
上自学，进一步增强流动党员党性
修养，引导其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四是推动实践锻炼，提升干事
热情。积极开展“立足岗位作贡
献”活动，引导流动党员在乡村振
兴、基层治理、服务群众中主动作
为、担当有为。利用节假日返乡契
机，召开流动党员座谈会、分享
会，吸引一批有致富能力、有带领
群众共同致富意愿的流动党员返乡
创业、抱团发展，为家乡建设贡献
力量。

河津市城区街道

“四推四提升”抓实
流动党员教育管理

本报讯 近 日 ，
为贯彻落实夏县“三
大行动”，南大里乡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统
筹协调优势，在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中，组
织各村乡贤理事会、
志愿者和党员干部，
对村内外垃圾杂物、
农业生产废弃物、坑
塘河道垃圾等进行全
方位清理，切实提高
群 众 的 生 活 环 境 水
平，持续擦亮美丽乡
村亮丽名片。

志愿者和党员干
部组成整治小分队，
深入田间地头、街头
巷尾，利用村级大喇
叭、宣传栏，大力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和秸
秆禁烧宣传，营造出

“人人参与、人人爱
护”的良好氛围，做
到 环 境 整 治 “ 一 张
网”、全镇上下“一
盘棋”，切实提高人
居环境质量。

各村乡贤、志愿
者和党员干部对道路
两 侧 杂 草 、 白 色 垃
圾、水沟淤积物及秸
秆 等 堆 积 物 进 行 清
理，消除火灾隐患，
真正做到垃圾“零堆
积 ”、 路 边 “ 一 眼
净”。

为保持良好的人居环境，该乡抽
调乡纪委办、乡环卫所工作人员与乡
贤代表组成督导组，不定时对各村进
行督导，对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
行通报，督促整改并跟踪整改成效。

（任红星 樊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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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责编 雷登攀 校对 孙 勇 美编 冯潇楠
二版责编 殷曾宏 校对 卫 毅 美编 冯潇楠

本报讯（记者 乔 植）“真没想到，
不用拖着机器前往审批现场，行政审批
部门提供农机上门挂牌服务，让我们省
了时间更省了运费，真是太好了！”近日，
临猗县农机手王成学高兴地说。

农机登记是开展农机作业的前提。
以前，农机上户有的用拖车运载，有的违

规上路行驶，不但费时费力，而且存在安
全隐患。今年以来，临猗县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局多次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基层上门
服务，为农机挂牌，实现机具核验、号牌
核发“一次受理、一次办好”，为群众节省
大量人力物力。截至目前，该局共上门服
务 59 次，办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注册

登记 200 余台，并对 489 台农业机械进行
了年度安全检验。

临猗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为民服务
理念，在便民利民上下功夫做文章，着力
解决企业、群众关心的问题，持续打通服
务“最后一公里”。

临猗：农机审批服务“送上门”

本报讯（记 者 乔 植）连 日
来，新绛县加快推进农村污水处理
站建设，破解农村污水处理难题，聚
焦水生态环境改善，着力提升污水
处理能力，为实现“一泓清水入黄
河”提供坚实保障。

近日，记者在新绛县北行庄村
的污水处理站项目施工现场看到，
工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场地平整、
围墙砌筑、污水处理池墙体模板制
作安装等，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
度条”。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
每日可处理生活污水 60 余吨，将
有效解决各村村民的生活污水排放
问题。处理后的污水可用于农田灌
溉、畜禽养殖，极大地提升水资源
利用率。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持续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也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新绛县北行庄村等 11 个村的污水
处理站项目总投资 4458.76 万元，在
北行庄村等 11 个村分别新建污水
处理站 1 座，采用“高效厌氧反应+
微生态滤床”处理工艺，出水水质氨
氮、化学需氧量、总磷 3 项指标达到
地表水 V 类标准。

市生态环境局新绛分局相关负
责人说，北行庄村等 11 个村的污水
处理站项目是省市“一泓清水入黄
河”2023 年重点项目，目前正在建
设微生态滤床和高效厌氧池，施工
单位抢抓工期，科学施工，预计明年
5月可建成投入试运行。

助力“一泓清水入黄河”

新绛加快推进
农村污水处理站建设

11 月 14 日，电焊工人在稷山国家汾河湿地公园游
客服务中心建设工地进行焊接作业。该中心建成后，将

完善汾河湿地公园的基础设施配套，全面提升公园的服
务质量。 特约摄影 姜 桦 文 格 摄

本 报 讯（记 者 殷 曾 宏 通 讯
员 乔社茹）11 月 14 日，运城市 2023
年森林草原防灭火技能比武活动在平
陆县举办。

比武现场，来自全市的 12 支代表
队口号嘹亮、步伐整齐、精神抖擞。负
重越野，追风逐电、全力以赴；机具拆
装，技术精湛、干净利落；风力灭火协
作，精诚团结、紧张有序；换装及器具

操作，操作娴熟、反应敏捷；油锯切割，
动力十足、精准操作；以水灭火协作，
配合默契、快捷有效。整个比武活动
惊心动魄、十分精彩。

通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 3 个团体
项目、3 个个人项目的一、二、三等奖。
平陆县在此次比武中包揽了 3 个团体
项目一等奖和两个个人项目一等奖，
荣获 2023 年森林草原防灭火技能比武

团体冠军。
市林草发展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通过比武，各参赛队伍赛出了风格、
赛出了水平，展现了新时代林草防灭
火队伍的风采。大家交流学习、取长
补短、共同提高，守护好绿水青山，
维护好生态安全，为推动全市林草事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森林卫士”的力
量。

守护绿水青山 维护生态安全

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技能比武活动举办

11 月 14 日，盐湖区解州镇曲村聚祥佳家庭农场的草
莓大棚内，工作人员在采摘草莓。该农场建有草莓大棚 55

个，种植多个品种的草莓，本月初陆续上市，仅此一项每
年可收入 150万余元。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