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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 琳）2023 年，
我市以健康运城建设为统领，围绕切
实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的目标
任务，有针对性地强弱项补短板，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调配人力资源，不
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救治水
平，建设布局合理、运行高效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
的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持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2023 年，全市乡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累计达到国家“基本标准”机构
151 个，创建率达 97%，超出省定指标
37 个百分点；达到国家“推荐标准”机
构 49 个，创建率达 31%，超出省定指
标 19个百分点。

积极实施“一村一所集体产权卫
生室”建设。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直接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是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前沿阵地。2023

年，市卫健委通过新建、改扩建、回购
等方式，规范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全市
2171 个行政村均建成集体产权卫生
室并投入使用。

大力开展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
升行动。投入 1000 万元实施 100 所村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升行动，目前已
全部投入使用。村卫生室功能布局更
加均衡合理，基础设施条件更加完
善，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
升。

有效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村
医”工程。人才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核
心资源。2023 年，市卫健委通过实
施公开招聘、派驻帮扶、统筹调剂、
岗位培训、学历提升、免试注册“六
个一批”行动，推动医疗技术不断下
沉。截至目前，全市大学生村医达
2586 人，实现了“一村一名大学生
村医”全覆盖。

我市持续加强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酸甜可口的苹果，饱满多汁的梨，
甘甜醇厚的葡萄……位于黄河中游的
运城，地处北纬 35 度水果生产“黄金
带”，这里有山有川有丘陵，适宜多种
水果生产。从设施大棚到大田种植，
全市水果种植面积 247 万亩，年产量
600 万吨，年产值 230 亿元，现有果品
13 类 174 个品种，在全国地级市中位
居前列。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强力打造
“运城面粉”“运城苹果”“运城蔬菜”3
个农业品牌，不断提高“特”“优”农产
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特别是以建设“南果”出口平台为抓
手，围绕“品质果业、品牌果业和诚信
果业”这个重点，突出抓好政策扶持、

创新方式、强化服务等环节，苹果、梨、
桃、葡萄等主要栽植的 13 类果品全部
实 现 出 口 ，出 口 国 家 和 地 区 达 到 76
个，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果品出口规模。

在蓬勃的出口势头下，一些结构
性问题逐渐显现，如“以代加工为主，
自营出口占比较少”“出口市场以东南
亚国家为主，高端市场占比较少”等，
成为果品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
素。2023 年，针对此类问题，市果业
发展中心提升服务水平，助力企业高
质量“走出去”，果品出口工作取得了
两大亮点。

◆推动果品自营出口取
得新突破

一直以来，以“代加工”为主，自营
出口占比较少就是制约我市果品出口
的一大难题。“代加工”会导致企业标
准化生产水平降低、品牌化发展缺失、
利润空间降低，并使得企业在市场中
处于被动，是我市优化外贸结构亟待
解决的重点问题。

2023 年，我市在果品自营出口方
面加大力度，取得了新的成效。鲜水
果 自 营 出 口 6891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3.7% 。 其 中 ，鲜 梨 1300 万 元 ，增 长
28.8%；葡萄 1106 万元，增长 24.3%。

“我们公司的果品全部都是自营
出口，‘代加工’已经成为过去式。”运
城市佳百惠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佳百惠）外贸经理王春庆告诉记者，
佳百惠是一家以果蔬种植收购、冷藏、
加工包装为主的进出口企业，致力于
把运城水果推广到世界各地，拥有自
主品牌“GOODFODS”“良品印象”，
主营产品有苹果、梨、桃、葡萄、石榴、
甜柿、冬枣、樱桃等，目前主要出口俄
罗斯、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孟加拉等
国家。

据王春庆介绍，2023 年，佳百惠
一是开发新品，不断扩大市场。引进
新品种如“美早”“布鲁克斯”樱桃等，
出口马来西亚等国家，并直接给俄罗
斯境内最大的两家超市供货，主要产
品为苹果、梨。二是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实现果品质量稳定性提高。收原
料过程中，佳百惠严格把控质量，从色
泽、口感等方面进行筛选，到了包装程
序，工作人员还会再次筛选把关，提高
果品质量稳定性，让客户更信任，也让
合作更稳定。三是控制成本。果品价
格高，销量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佳百
惠在成本上严格控制，以便顺利实现
自营出口。

“在助力企业实现自营出口的过
程中，首先，我们着力提升服务水平，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其次，不断加强
业务培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最
后，通过招商引资，促进多路径出口。”
市果业发展中心营销指导部部长李少
轩说。

2023 年 10 月 31 日，佳百惠经绥
芬河口岸自营出口一柜葡萄遇阻，葡
萄属生鲜易腐农食产品，情况紧急。
经了解，在绥芬河口岸出口通关需委
托当地 3 家果蔬代理公司，自营出口
无法办理二次报检换证和提供装卸场
地。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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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王文军） 2 月 22
日，市委书记丁小强在市行政审批服务
管理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
调，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深化“放
管服效”改革，持续提高政务服务效
能，确保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办事更加
便捷高效舒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市委秘书长乔登州参加。

新春伊始，市政务服务大厅人流不
断、秩序井然。丁小强先后来到不动产
登记、税务、帮办代办服务区、“一业
一证”窗口、新企业开办窗口等处，与
工作人员、办事群众等交流，认真询问

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情
况。他强调，政务服务大厅是党和政府
直接服务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重要窗
口 ， 也 是 密 切 联 系 群 众 的 桥 梁 纽
带 。 要 持续转变工作作风，进一步优
化窗口设置、打通办事堵点、消除服务
盲区，让审批流程再优化、审批时限再
缩短，为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办事提供
更大便利。

座谈会上，丁小强对市行政审批服
务管理局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向全体
干部职工送上新春祝福和问候。他指
出，近年来，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着

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方
便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
了积极贡献。要在培育市场主体、助
推全民创业创富上狠下功夫，牢牢把
握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
理，制定出台更多操作性强的政策措
施，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实现“量质齐
升”，带动更多群众创业创富，实现
共同富裕。要在服务方便群众上狠下
功夫，坚持人民至上，主动了解群众
和市场主体的“急难愁盼”，找准工
作切入点和突破口，推进线上线下服
务深度融合，让群众“一次办、网上

办、方便办”，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满意度。要在严守纪律规矩上狠下功
夫，把从严管党治党各项要求贯穿始
终，驰而不息纠治“四风”，瞄准政
务服务、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过
程中的廉政风险点，加强制度建设，
切实堵塞制度漏洞，确保行政审批权
依法行使。要在队伍建设上狠下功
夫，深化“五面红旗”示范创建活
动，不断提升窗口人员业务素养、服
务能力，打造“信念坚定、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的干部队伍，为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提供有力保障。

丁小强在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调研时强调

确保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办事更加便捷高效舒心

万件出土文物入藏运
城博物馆，运城考古事业
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探 寻 文 脉 根 脉 ， 守 护 中 华 文
脉 。 2023 年 11 月 28 日 ， 10675 件
我市境内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正式入
藏运城博物馆，充分展示了古河东
从百万年以前到清末近代的社会发
展变化，是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
史的具体实物见证。2023 年，全
市 公 众 考 古 事 业 发 展 成 功 “ 破
冰”，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
坛—夏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进
一步论证我市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的独特方位，首次举办的“国宝
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大型公众考
古活动，以科普性、专业性、互动
性推动考古成果转化和文旅融合，
展示运城考古的雄厚魅力。这一
年，全市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

新台阶，不仅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考古学不断建构的缩影，也是
中华文化迈向自信自强的有力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时指出，要
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
化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演进，历史
遗存灿若繁星。运城，也在其中熠熠生
辉。可追溯至 243 万年前的芮城西侯度
遗址，发掘出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据；第
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发
掘，地理坐标就定位在夏县西阴村，它
体现着中国考古学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
高成就，也是考古地层学中国化的开

始；夏县师村遗址发掘出的数枚石雕
蚕蛹，将养蚕缫丝的时间坐标定位于
距今 6000 年前，是我国发现年代最
早的石雕蚕蛹形象，并成为中华文明
的重要标识之一……

2023 年，是运城考古事业高质
量发展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年。

这一年，我市公众考古事业“破
冰”成功，“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
大型公众考古活动启动；开展考古勘
探发掘，全面提升地下文物保护水
平；第三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
夏时期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举行，进
一步论证我市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
的独特方位；万件出土文物入藏运城

博物馆，我市考古事业高质量发
展迈上新台阶……

“破冰”
我市公众考古事业

新面貌

6 处重要考古发掘工地、5
场学术讲座、16 次公众开放日
活动……历时 1 个多月，我市首
场“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大
型公众考古活动迎接南来北往的
参观者，一同在学术与实践中见
证“何以中国”里的运城刻度。

（下转第三版）

考古河东解构“何以中国”
本报记者 牛嘉荣

万荣素有“中国建筑防水之乡”
的美称，混凝土外加剂是万荣工业
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外加剂产品应
用范围遍布全国，并辐射“一带一
路”沿线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万荣外加剂产业的一颗新星，
山西火山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粉
状速凝剂母料生产线建设项目被万荣县
列入 2023 年重点项目。无论从生产的
智能化水平和产品的科技创新方面，项

目都处于全行业领先地位，未来也将
对万荣县外加剂产业升级和做精外加
剂产业链条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推
动外加剂专业镇走内涵式、创新型发
展道路，全力打造外加剂专业镇产业

发展高地。

“全流程”自动化

在位于万荣县荣河工业园区
的山西火山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粉状速凝剂母料生产线
建设项目车间，首先感受到的是
设备的现代化、智能化程度。速
凝剂母料生产在传统的外加剂产
业中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如此
的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线却在行
业内少见。

该项目总投资 4.3 亿元，占地
36 亩，新建生产车间、库房、办公
用房等，总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
包括高能回转窑 3 套、自动配料
系统、铝灰分离系统、循环水系统
等设备，配套完善环保设施及水、
电、气、硬化绿化等。

“速凝剂作为外加剂产品的
一种，主要在水泥中添加，用于隧
道、铁路等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
一般两三分钟就能实现初凝，在
所有建筑材料中，速凝剂虽然体
积小，但作用非常大。”该项目技
术负责人贾向前告诉记者，速凝
剂生产的原材料主要是铝灰、石
子、碳酸钠，铝灰经过分离系统分
离成废灰，加入石子和碳酸钠进
行煅烧形成颗粒状的速凝剂，再
经过球磨系统加工成粉状，就成
为最终的粉状速凝剂产品。

据了解，该项目从配料、生
产、包装全流程均实现自动化生
产，设备先进程度和生产规模在
全 国 同 行 业 处 于 领 先 地 位 ，
这 使 得产品质量更稳定、性能
更好。 （下转第四版）

山西火山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粉状速凝剂母料生产线项目——

“ 新 引 擎 ”激 发“ 新 动 能 ”
本报记者 裴旭薇

火山科技年产火山科技年产 1010万吨粉状速凝剂母料生产线项目即将投产万吨粉状速凝剂母料生产线项目即将投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闫闫 鑫鑫 摄摄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记 者
王立彬）在守住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底线
和历史文化保护线基础上，我国明确村
庄规划实施的“农民主导”特征并坚持

“多规合一”改革方向。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

兵 22 日在媒体座谈会上说，为贯彻落实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自然资源部、中
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
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强调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强化县域层面统
筹、提升编制成果质量、加强土地政策融

合，引导农民广泛参与，解决村庄规划
编制工作存在的片面追求“全覆盖”、
成果质量不高、实用性不强等问题，更
好地支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张兵说，村庄规划有别于城市规
划的地方在于，村庄规划的实施是农
民主导，城市规划的实施很大程度是
政府主导，村民的意愿对于规划的实
施至关重要。我国城乡规划法也规定
了引导农民参与规划的具体要求，凸
显引导农民参与村庄规划的重要性。
自然资源部也多次强调，在村庄规划
编制过程中强化村民主体和村党组

织、村民委员会的主导作用，要积极想
办法引导农民参与。

按照“发动农民参与＋专业技术
人员赋能＋在地规划人才培养”思路，
自然资源部、中央农办要求采取农民
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清“多规合一”的
村庄规划与乡村产业规划、旅游规划、
乡村振兴规划、文创产品规划等的区
别；发挥村级组织作用，动员村民参与
村庄规划编制，引导农村致富带头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出务工经商人
员等献计献策；建立乡村责任规划师
制度，积极培养在地规划人才。

我国明确“农民主导”实施村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