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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 炎）迎新春，
送温暖。1 月 30 日，市应急管理局机
关党委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运城市社
会福利院，看望慰问生活在福利院的
孩子们，为他们送去生活用品，送上新
春的祝福。

来到福利院，党员志愿者们跟随
福利院工作人员，参观孩子们的居住、
餐饮、游戏、医疗康复场所，了解孩子
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况，在与孩子
们的亲密互动中鼓励他们自立自信自
强、健康快乐成长。

其间，党员志愿者们共同观看了

以该福利院成年残疾人士党运卡为主
角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双拐大侠》。主
人公党运卡身残志坚，勇敢面对人生
挫折，用顽强和奋斗书写出不一样的
人生，令大家深受感动和激励。

党员志愿者纷纷表示：党运卡的
经历非常励志，虽然身体重度残疾，但
他却用智慧和辛勤付出活出了精彩人
生，以一颗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帮助他
人，传递大爱与温暖。我们要向他学
习，积极乐观对待生活，尽心尽力对待
工作，在应急岗位上不懈奋斗，用实际
行动守牢安全底线、护航社会发展。

市应急管理局：情系福利院 关爱伴成长

前不久，盐湖区北城街道恒
大绿洲社区的原东佳园小区出现
用水用电问题，给居民生活带来
困扰。

民生无小事！北城街道办事
处迅速行动，在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第一时间启动二次
供水改造和变压器增容工作，以

“行动力度”提升“民生温度”。
原东佳园小区 2009 年建成，

建设时没有接入城市供水管网，
居民用水还是取自深水井。经专
业人员现场勘察发现，由于地质
变化，外加供水管道年久老化，如
今的井水已十分浑浊。近段时
间，居民做饭、用水大都是从其他
地方取水。

接到情况汇报后，北城街道
办事处立即召开调度会，在与社
区党支部、小区业委会、物业公
司、水务部门等协商后，迅速敲定
解 决 方 案—— 实 施 二 次 供 水 改
造。

改造工程于 1 月 6 日动工，具

体是将恒大绿洲社区状元府小区
北侧的自来水管道延伸 160 米至
原东佳园小区，并建设水泵房，配
备变频控制柜、紫外线消毒器等
设备，保障用水安全。

供水改造期间，为解居民用
水燃眉之急，北城街道办事处对
接联系附近小区，让居民可以临
时取用生活用水。恒大绿洲社区
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还成立送
水小分队，给行动不便的居民送
水，解决吃水难题。

经过十余天紧张施工，截至
1 月 23 日下午，原东佳园小区已
完成二次供水管网改造，供水恢
复正常。

供水管网改造中，居民还反
映，小区近年来入住率越来越高，
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原先的变压
器已经无法满足运行需求。对
此，北城街道办事处及时上报并
协调电力部门为变压器增容。目
前，变压器增容工作正有序实施，
确保春节前完工。

以“行动力度”提升“民生温度”
本报记者 付 炎 通讯员 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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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30 日，临猗县庙上
乡牌首村枣农孙兆红将一面写有“心
系枣农服务好 雪中送炭暖众心”字
样的锦旗送到临猗新田村镇银行庙上
支行负责人手中，感谢该行在大棚加
固修复中所给予的资金支持。

1 月中旬，受持续降雪降温天气
影响，临猗县庙上乡多个村的冬枣大
棚出现不同程度破损甚至垮塌。得知
这一情况后，临猗新田村镇银行总行
领导和庙上支行负责人第一时间赴田
间查看，制订金融支持大棚加固修复
方案，庙上支行迅速对辖内冬枣种植
户进行走访排查，制订相应的宣传方

案，推出配套的贷款产品，分组在各个
村子进行贷款宣传。随后，该支行各
个客户经理加班加点对需要贷款的受
灾客户进行调查，并在第一时间办理
了应急贷款。短短 5 天时间，共办理
应急贷款 54 笔 379 万元，涉及庙上乡
及七级镇等 17 个村子，受到辖内老百
姓的广泛认可和赞扬。

据统计，庙上乡冬枣种植面积达
10 万亩，其中设施大棚冬枣种植面积
达 9万亩，是国内较大的设施冬枣种植
基地。截至目前，该乡因大雪损毁的
冬枣大棚基本修复加固完毕，有效夯
实了今年的冬枣生产基础。（张 帅）

临猗新田村镇银行379万元支持枣农加固大棚

本 报 讯（记 者 董 战
轩 通讯员 曹文娟）人间
烟火处，年味渐浓时。为更
好营造干净整洁、文明喜庆
的节日气氛，近日，河津市
柴家镇组织各村（社区）开
展“ 大 扫 除 、挂 灯 笼 、迎 新
春”系列活动，不断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

此 次 活 动 以 干 净 、整
洁、有序为目标，针对房前
屋后、背街小巷、村内主干
道路、沟渠河道、林地林带
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无死
角地清理整治生活垃圾、枯
枝杂叶、土块碎石、“牛皮
癣 ” 小 广 告 ， 从 源 头 上 彻
底 清 除 各 类 “ 脏 乱 差 ” 现
象 ， 全 力 确 保 以 崭 新 面 貌
迎接新年。

其间，河津市柴家镇镇
村干部以身作则，带领新时
代 文 明 实 践 志 愿 者 、保 洁
员、群众参与到整治行动中
来，大家从“细”处入手、往

“实”处用力，对重点区域内
的垃圾积存进行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地毯式”清理，
取 缔 不 规 范 垃 圾 堆 放 点 和
遏制乱倒垃圾、乱堆杂物现
象，以实际行动取得显著成
效，形成了“支部带党员，党

员带群众”的良好工作格局，促进了全镇环
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广大群众打造了
整洁亮丽的节日环境。各村（社区）还组织
在党群服务中心、主干道路、文化广场等处
悬挂灯笼、彩灯，让村庄增“颜值”、提“气
质”、升“品质”，拉满迎新春的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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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乔 植）2023 年
以来，平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多措并
举，通过培训、联动宣传、开通绿色服
务通道、简化办理手续等相关措施，积
极推进“个转企”工作开展，有效推动
县域民营经济发展。

平陆县圣人涧镇某糕点坊之前以
个体工商户形式经营，主要以食品生
产和销售为主，经营理念比较单一，没
有大型加工设备。转型成功后，该糕
点坊已在平陆县开设 3 家店面，设备
也比较齐全。在了解“个转企”的各种
优惠政策后，该糕点坊负责人郭女士
立刻着手准备和完善各种手续。

在“个转企”过程中，平陆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办理，
对清税、个体注销登记、公司设立登
记、相关人员实名认证、营业执照颁发
等 业 务 ，提 供“ 一 站 式 ”帮 办 代 办 服
务。对成功转型升级为公司的，免除
刻 章 费 用 ，补 助 设 立 财 务 账 户 费 用
1200 元及一次性奖励金 3000 元。

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个转企”后，
一是有利于获取资金。一方面，企业

可以吸引投资，通过多个股东或合伙
人参与出资来增加资金投入，扩大经
营规模；另一方面，通过转型，可以享受
融资贷款等优惠政策。二是有利于拓
展市场。原来是单一的线下销售，销
售对象大多是熟人。“个转企”后，公司
的各种手续完备、齐全、正规，有进驻互
联网平台的资格和实力，借助自媒体
短视频加强宣传的模式效应，提升消
费者关注度、增强消费者购买欲望、提
高品牌的曝光度与知名度，成为平陆
县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的典型代表。

2023 年，平陆县市场监管局共成
功办理 32 户“个转企”企业，拨付“个
转企”奖励金 13.44 万元，培训“个转
企”201户。

“个转企”是个体工商户扩大经营
规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业态的
有效方式，是个体工商户提升管理机
制、增强竞争力的自身需要，同时也是
个体工商户减轻负担、持续发展的需
要，平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积
极推进“个转企”工作，助力平陆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

平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推进“个转企”工作

本报讯（记者 付 炎）连日来，
全省粉尘涉爆企业专项执法检查有力
有序开展。为进一步规范粉尘涉爆企
业现场作业行为，闻喜县应急管理局
迅速行动，对全县粉尘涉爆企业进行
专项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生
产短板漏洞和风险隐患，有效防范同
类事故发生。

检查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查看
企业涉粉工段设备安全运行状况，检
查粉尘防爆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和教育
培训开展情况，查阅应急预案制订、应
急演练、隐患排查治理等相关工作资
料。其间，检查组共发现 15 条问题隐
患，责令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到位。

检查组要求，各企业要严格按照
粉尘防爆的相关法律规章和标准规
范，对本单位涉爆粉尘作业环境、设施
设备、工作场所、岗位人员等薄弱环节
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并及时建立隐患
排查整治制度，制定粉尘防爆安全防
控措施和检查表，及时落实整改，消除
隐患，并形成闭环管理。要加强安全
生产和粉尘防爆教育，进一步强化涉
爆粉尘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员的粉尘防爆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春节将近，各企业要全面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做到安全责任到
位、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
全管理到位，切实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闻喜开展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

出新绛古城往西南方向行走 20
公里，一道长长的山岭便会横亘在面
前，这就是运城盆地上的峨嵋岭。

地处峨嵋岭下的新绛县阳王镇北
池村 6000 亩土地全是旱地，村民们祖
祖辈辈靠天吃饭，生活非常贫困。为
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数百年前，村
民们集全村之力建起了一座稷王庙，
该庙成为村民祈求平安和幸福的精神
寄托。

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稷王庙的香火一直延续至今，但村
民仍在贫苦中挣扎，到 21 世纪初，甚
至连最基本的人畜吃水问题都不能解
决。“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一度成
为北池村真实的写照。

时光荏苒，光阴蹉跎。现在登庙
之上，俯瞰该村全景，北池村从地瘠民
贫到产业兴旺、村道通达、环境宜居，
村民们靠调整产业结构，蹚出了一条
蝶变之路。

现在的北池村被农业农村部和科
学技术部确定为“全国道地远志种植
基地”，北池村的远志在全国市场占有
率达到 70%以上。2023年，北池村被评
为山西省乡村振兴示范村，靠种植和
经营中药材年收入达百万元的村民比
比皆是，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北池，正
在健步踏上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征程。

产业之兴
道不尽的好光景

深冬时节，北池村一派繁荣兴旺
的景象，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田间地
头，中药材晾晒加工的场景随处可见，
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药香，仿佛在诉
说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20 世纪 90 年代，杨齐安、杨致平
两位北池村村民不甘心在小块土地上
辛苦劳作却收获甚微，勇敢地突破了
传统农业的局限。经过多年的探索与
实践，他们成功地将野生远志培育为
家种，使得亩均收入飙升至 7000 元，
这相较于传统农作物收益有了质的飞
跃，效益是种植小麦等农作物的几十
倍。北池村的远志从此名声大噪，吸
引了众多村民加入种植行列。

今年 40 岁的村民杨春林是种植
远志的行家里手。他除了在本村种植
中药材外，还在周边的稷山、万荣、河
津以及陕西的合阳等地承包了土地，
种植中药材 500 亩。他说：“北池村的
土地早已满足不了中药材生产的需
要，许多村民纷纷到外地承包土地，收
入一年比一年高。这两年，我每年的
中药材销售额都在千万元以上。我在
陕 西 承 包 的 土 地 上 种 植 了 180 亩 瓜
蒌，仅此一项就收入 200万元。”

北池村村民杨永青除了自己种植
远志外，还在芮城县等地收购地黄、柴
胡等中药材。去年，他的中药材销售
额达 800万元，纯利润达 100万元。

与此同时，北池村年轻的村民们

也不甘示弱。孙枭雄在周边县市收购
各类中药材进行初加工，每年的销售
额也超过千万元。他凭借着敏锐的市
场洞察力，不断扩大业务规模，为北池
村的中药材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外承包土地种植中药材的村
民，个个赚得钵满盆满；在村里种植中
药材的村民，也收入不菲。成片成片
种植中药材的农户年收入都在数十万
元，就连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农闲时
捋远志筒，年收入也过万元。村民石
青松在村里种了 15 亩远志，年收入超
50万元。

对于“少了是药，多了是材”的中
药材生产，30 年来，北池村村“两委”
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瞄准市
场经济搞产业结构调整，“逢疲不丢、
逢俏不赶”的劲头不减，建设北池村中
药材种植基地的决心不变。如今，北
池村的中药材种植品种已达 20 多种，
包括远志、黄芩、柴胡、防风、甘遂等。
围绕中药材产业，北池村动员村民自
制远志播种机、远志收籽机、施肥机等
专用工具，形成以北池村为中心，辐射
带动闻喜、稷山、侯马等周边县市的中
药材产业格局，为村里的经济发展开
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经过多年的努力，北池村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已经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
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这一
荣誉的获得充分肯定了北池村中药材
种植户的辛勤付出与取得的成果。

如今，北池村已经摆脱了传统农
业的束缚，走向集约化、规模化、标准
化的产业发展道路。北池村所产中药
材远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四川成都
等地，并与北京同仁堂、葵花药业等多
家知名药企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部
分产品还出口到韩国、日本及东南亚
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中药材产业的“佼
佼者”。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药材产业发
展，北池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投
资建设了中药材示范基地、初加工车
间、恒温仓储库以及配套设施设备，为
村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生产条件。同
时，该村还探索出了“龙头企业+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中药材生产经营模
式，培育了 2 家中药材产业龙头企业、
61家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6家中药
材家庭农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北池村村民现在在外地承包土
地种植中药材的有上百户，承包面积
超万亩，中药材年产值达亿元。”北池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俊明自
豪地说。

农旅之融
享不尽的热资源

北池村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
这些资源为村庄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
值和发展潜力。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省一位大学
教授在北池村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

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地热资源。随后，
他带领村民进行了一项钻井工程，成
功 获 取 了 温 度 高 达 76℃ 的 温 泉 水 。
据 测 量 ，该 温 泉 的 出 水 量 可 达 1200
吨/日。

1979 年 ，北 池 村 建 成 了 温 泉 澡
堂。然而，由于资金、管理和开发等方
面的原因，温泉洗浴业务经过几年的
运营后最终停止。71 岁的村民杨宝
明对此记忆犹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几位新西兰
专家来到北池村考察地热资源，表示
有兴趣投资温泉开发项目。然而，由
于北池村地处偏远地区，开发成本过
高，他们最终放弃了投资计划。

温泉水开采难度大，而且不能直
接用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长期以来，
村民守着温泉却用水困难。如何凭借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变“热资源”为

“热经济”，北池村人从未停止探索和
尝试。

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地热资
源，北池村特意邀请了西安的一家检
测公司对温泉水质进行专业化验。化
验结果显示，北池村的温泉属于有医
疗价值的氟偏硅酸温矿泉水，被誉为
温泉中的“蓝宝石”。它不仅具有杀菌
消毒的功效，还对关节炎、高血压、风
湿 病 、偏 瘫 等 疾 病 有 一 定 的 治 疗 效
果。此外，它还具有滋阴养颜、安神解
乏的作用。这一份专业鉴定结果极大
地增强了北池村干部和群众对开发温
泉的信心，他们积极向上级申请相关
项目，以充分开发和利用地热资源。

2021 年，新绛县决定投资 1250 万
元打造北池温泉康养小镇。该项目旨
在将北池村建设成为以中药材和温泉
产业为主导的田园综合体。它融合了
中药研学、温泉度假、科普教育和田园
乡居等多种功能为一体。阳王镇党委
书记靳瑞年表示：“该项目包含 5 个子
项目，包括新建 1 处康养中心、3 座民
宿，对稷王庙周边民房进行立面改造、
药田观光道路绿化以及景观打造。”

在温泉民宿度假区建设工地，我
们看到工程建设已初具规模。温泉民
宿度假区以“中药材+温泉”养生文化
为主题，突出“学药理、泡药浴、吃药
膳”三大特色，充分利用村落、民居、文
化古迹等资源，打造集旅游信息咨询、
旅游产品展示、客流集散、购物休闲等
多功能于一身的田园综合体。

温泉资源的开发，对北池村民而
言，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于村集体而
言，提高了收入，增强了集体经济发展
的后劲。

“等咱康养中心开业了，我也要去
体验一把，好好享受享受咱家门口的
温泉洗浴。”杨宝明满是期待。

乡村之美
看不够的高颜值

一场冬雪过后，北池村仿佛被一
层纯净的白色绒毯覆盖，美得如诗如

画。宽阔的通村公路两旁，玉树琼枝
摇曳生姿，给这片宁静的乡村增添了
几分生机与活力。

错落有致的房屋上，积雪在午后
阳光的照射下逐渐融化，流淌下来的
水珠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在这
干净整洁的村道上，孩子们的欢声笑
语此起彼伏，他们或嬉戏玩耍，或堆雪
人、打雪仗，尽情享受着冬日暖阳里的
快乐。

“赶快回家，用热水洗洗，别冻着
了！”不远处，有村民正在招呼自家孩
子。如今，北池村家家户户都通上了
自来水，许多村民家中甚至还装上了
热水器。这样的生活条件在以前是想
都不敢想的。

回忆起过去的艰难日子，今年 50
多岁的村民李关杰唏嘘不已。地处旱
荒地带，北池村严重缺水，庄稼无法得
到浇灌，甚至连人畜的饮用水都成了
困扰村民的难题。他们不得不早早起
床，赶着牛车或者开着三轮车到 1 公
里之外的地方排队拉水。起早贪黑熙
熙攘攘拉水的情景，成了北池人心头
永远抹不掉的痛。

2015 年，在新绛县驻村扶贫工作
队的支持下，北池村通过争取水利专
项资金和村民自筹，投资 60 万元铺设
了 3.5 公里管道，让自来水通到了家家
户户。“你看，这水龙头一拧，自来水就
哗哗流出，我们再也不用外出拉水了。”
李关杰指着自家的水龙头骄傲地说。

自来水入户的实现，不仅解决了
村民的吃水问题，更为他们带来了生
活的便利和希望。随后，北池村又投
资 508 万元实施美丽乡村项目建设，
铺设全村排水管网，对路面进行了硬
化，并实施整村美化亮化工程。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和美化
工程的推进，北池村的“颜值”得到了
全面提升。村里组建了四支队伍：一
支干部包联队伍、一支垃圾清扫队伍、
一支垃圾清收队伍、一支老干部监督
队伍，开展村内日常保洁工作。同时，
对村内主干道进行提档升级，完善基
础服务功能。

此外，北池村还把美丽乡村建设
纳入镇村全域旅游范围，通过表彰先
进典型、评树先进人物，利用村内大喇
叭、微信群、条幅标语等多种形式，广
泛动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网格员参与
到这项活动中来。

随着乡村“颜值”的不断提升，北
池村刮起了一股文明新风。村民们自
觉遵守文明公约，不乱扔垃圾、不随意
停车、不散养家禽、遛狗要牵绳等成为
大家的共识。为了进一步推进文明新
风建设，该村“两委”积极响应“五星级
文明户”的号召，呼吁全体村民共建美
丽乡村、同树文明新风。

如今，北池村的新变化让村民们
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座坐落在峨
嵋岭下的小村庄，如同一颗璀璨的明
珠，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考卷上发出耀
眼的光芒，为世人展示着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无尽魅力。

璀 璨 明 珠 嵌 嵋 岭
——山西省乡村振兴示范村新绛县北池村发展纪实

李玉婷 卫世新

近日，闻喜县阳隅镇下丁村村干部在该村村办企业
纸箱厂帮扶车间了解纸箱生产和销售情况。

近年来，闻喜县阳隅镇下丁村村“两委”通过村办企
业纸箱厂帮扶车间，在稳岗位、稳就业的同时，积极与当

地玻璃器皿企业、机械制造企业联系，通过岗位培训，使
村里的劳动力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创业，有效拓宽了村
民的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