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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王煜博《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I140084384，母亲：王琳，
出生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丢失，
声明作废。

●不慎将马圣涛《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K140431803，母亲：马娇
飞，出生医院：芮城县人民医院）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冯楚雅《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K140112683，母亲：杨恩
倩，出生医院：运城市中心医院）丢
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河津市创辉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1818001164902）丢 失 ，声 明
作废。

●不慎将山西启泰智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140802MAC7HD-
WC5W）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闻喜县顺达出租汽车
有限责任公司晋 MT4852 车用气瓶
使 用 登 记 证（ 登 记 证 编 号 ：
140800Q38472）丢失，声明作废。

●不慎将平陆县新文绿化有限
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领导小组
（下称领导组办公室）拟将以下人员确定为公租房配租人员：

程志超 马文华 张晓阳 薛 彩 苗琪琪 姬景福
任亚杰 胡家镪 田 野 范红斌 马弓人 王志英
蔡鹏霖 李永乐 王凡渝 何凯琴 李兴龙 卫 峰
邢哲玮 张惠芬 郭海娟 陈志杰 李向辉 王景林
王志彪 范丽娜 高春霞 黄红霞 刘 欢 淮雪冰
师小轲 杨芯转 张秋娟 陈彐霞 范新敏 张丽芬
秦丽芬 梁俊卫 王宇宏 于新映 冯小斌 巩黎博
李锦涛 董易桦 韩龙飞 王 晓 王 雷 田明琦
胡翼娜 孙晓红 孙 桦 罗 菲 姬江波 孙 敏
费晓喃 霍庆奎 皇甫跃芬
公示时间 7 天，自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2024 年 5 月 20 日。有异议者，请以

书面形式向领导组办公室提出。
地点：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1111 办公室
联系人：薛浩天、叶 强
联系电话：0359-2578165

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领导小组
2024年5月 14日

公 示

遗 失 声 明

新华社北京5月 13日电 5 月 13
日，国务院召开支持“两重”建设部
署动员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高质量做好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
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丁薛祥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张国清，国务委员王小洪、
吴政隆、谌贻琴出席会议。

李强指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两重”建设，是党中央着眼强

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全局作出的一项重
大决策部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握发展主动权的
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站
位、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完成
好“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李强指出，要着眼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需要，突出战略性、前瞻性、
全局性，集中力量支持办好一批国家
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
设中的大事要事。要统筹抓好“硬投
资”和“软建设”，把项目建设和配
套改革结合起来，既要编制完善规
划，加强项目管理，打造一批标志性

工程，也要优化制度供给，用改革办法
和创新举措破解深层次障碍。要积极回
应民生所盼，把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投
资结合起来，把项目建设和民生保障结
合起来，推动办好一批群众关心的民生
实事。

李强强调，“两重”建设事关全局
和长远，要加强统筹协调提升综合效
应。要统筹做好今年和未来几年的重点
任务安排。今年要根据战略重要程度、
急迫程度和项目成熟程度，科学做好项
目筛选，争取早开工、早见效。今后几
年的重大任务要与“十四五”规划落实
相结合，与“十五五”发展需求相衔
接，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统筹用好

常规和超常规的各项政策，加强财政和
货币金融工具协同配合，引导更多金融
资源进入实体经济。要更好统筹政府投
资和民间投资，更大力度引导民间资本
参与“两重”建设，把民间投资活力充
分激发出来。

李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健全工作机制，加强
协同配合，凝心聚力抓好工作落实。要
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切实把“两重”项目
建设成为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
程，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和浙江省政府、湖北省政府、黑龙
江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

李强在支持“两重”建设部署动员视频会议上强调

高质量做好支持“两重”建设各项工作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上接第一版）
一开始不理解的乡亲们，亲眼目

睹着永卿路发生的巨大变化，心态也
渐渐转变。在沿路一幢幢美丽民居
中，有那么几户格外显眼：家门口用
木质材料精心布置的小花园，特别修
建的石门楼，基本见不到飞扬的尘土
与掉落的垃圾，初夏阳光明媚，乡村
美丽非常。“路都这么美了，我家可
不能拖新路的后腿。”开张镇有居民
现场这样对记者说。

“兴”了业态

葡萄产业园、省级冬枣园区、南美
白对虾养殖基地……沿着独杆月季盛
开的永卿路，苍翠的中条山陪伴在一
旁，“波”光粼粼的大棚一望无际。道路
改建完成后，平坦的道路迎接南来北
往的商客，容纳着勤劳致富的人们，产
业越来越“旺”，业态越来越“兴”，乡村
一路向“美”。

永卿路改建完成通车后，2023 年
的 7 月、8 月、9 月成为道路的使用“旺
季”，一辆辆货车将冬枣、南美白对虾
等农副产品运输出市，销往全国各地，
热闹非常。去年 8 月，盐碱地里“南虾
北养”喜丰收，永济市首届河鲜文化节
暨生态大虾开塘节举办，开张镇的南

美白对虾成为“主角”，永卿路作为南
美白对虾向外输送的唯一道路，也迎
来了自己“人山人海”的一刻。

永卿路上，研学也“热”起来。开张
镇东开张村惠畅土布文化旅游产业园
内，织布机吱呀作响，五颜六色的土布
逐渐成形并销往外地。在这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道路上，

“农耕研学”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了解、学习土布制作技艺，老
粗布织出乡村新活力。不仅如此，“红色
研学”持续发力，开张镇西开张村中共虞
临永第一支部是永济革命火种的诞生
地，吸引众多学生、游人到此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永
卿路改建后，惠畅土布文化旅游产业园
和中共虞临永第一支部迎来了更多的研
学团队，文化氛围在这里愈加浓厚。”卫

亚妮说。
下午 4 时，开张镇的快递驿站忙碌

起来。一件件快递被摆放在架子上，居民
们纷纷前来认领自己的快递。“咖啡机、
盆栽、装饰品……现在快递的种类也丰
富起来，有不少是年轻人常用的物件。”
卫亚妮感叹，永卿路改建完成后，镇上的
快递驿站数量增多、规模变大、快递件数
上涨，处处彰显着不少年轻人回到了乡
村。

5 月 10 日，开张镇一家快递驿站的
派件数达到 800 件，相较于永卿路改建
前，派件数量增长了 30%左右。

晚 8 时，开张镇上一家家餐馆亮起
了灯，一张张桌子被摆在路边。烧烤、大
盘鸡、炒菜……居民们成群结队，走进自
己心仪的馆子美餐一顿。年轻人多起来
了，开张镇也真正有了“夜生活”，红火的
餐馆与热闹的人群直到半夜 12 时才逐
渐归于平静。“这也是道路改建后的一大
变化，以前路边空着的门面房紧俏了，一
家家餐馆、商铺红火了，街道也越来越有
了烟火气。”卫亚妮说。

“修路，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
永济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说，“该项
目进一步完善永济农村公路网络，促进
旅游资源开发，加快与周边县市互联互
通，有效解决沿线辐射的 3 个镇 20 余个
村 15 万村民的出行难题，拉动沿途葡
萄、冬枣等农副产品联动销售，实现农民
增收。”

借助于新的永卿路，沿线的乡村正
齐齐向“美”进发。

向“ 美 ”进 发

（上接第一版）

活化
从民居到地道

穿越古老的巷道，沿着樊村堡的
古街漫步，北方四合院民居错落有致，
青砖黛瓦下散发着古老的气息，勾勒
出一幅古朴而精致的画卷。

樊村堡中轴，关帝庙院内，白墙黛
瓦下，古地道遗存保护修缮的步伐正
在加快推进中。

樊村堡的古地道贯穿全村，是古
时樊村堡通向外界的路线，迄今已有
300 多 年 历 史 。“ 当 时 居 民 为 躲 避 战
乱，藏身至地道下，地道空间广阔，能
保证人畜正常生活。”任孝义介绍，地
道至今保存着明清时的格局。

地上城墙固若金汤，地道四通八
达联通地底，穿村而过，直通数座宅
院，足以体现军事防御思想。“古地道
是樊村堡的特色，具有很大的开发价
值。古地道曾一度尘封数百年，近些
年，修复设计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为下
一步开展地道探秘文旅项目做着准
备。”任孝义告诉记者，“挖掘保护地道
口，对地道通道进行仿古场景制作，古
地道修复开发后，必将成为古村落独
具的游览景观和体验基地。”

古老建筑街区，是故乡人的乡愁。
樊村堡独有的历史韵味、光阴故事，镌
刻在古建筑群的一街一巷、一砖一瓦、
一房一墙中。“从小听老人讲村里的故
事，保护与修复古建筑是我的文化情
结。”任孝义说。

前几年，由于年久失修，古民宅存
在无人管理、修缮不当等问题。2021
年，当地启动樊村堡古民居群保护修
复工作，充分发掘修复周边区域保护
及修缮，计划打造多元的全新文旅街
区。

得益于 2021 年启动的古建筑修
复工作，樊村堡明清古宅中，已有房屋
得到完整修缮。同时，最新的《樊村堡
古村落遗址修缮工程》方案，也经有关
部门审批，接下来将分年度对樊村堡
的整体风貌进行提升。

之后，樊村堡将 12 处受保护的古
民居进行开发修复，修复好后分别建

设书画馆、家风家训馆、民俗馆、戏剧
馆等。“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缮，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游客体验传统
文化提供了场所，让更多人读懂我们
这里的故事。”任孝义说。

民俗
从社火到蒲剧

夜幕降临，樊村堡古村关帝庙内
灯火通明，悠扬的蒲剧声铿锵清亮，飘
向远方。

长期的农村劳作实践，在这里积
淀了地道的民俗风情，孕育出多样的
民俗文化，至今村内仍传承着“三大民
族传统文化”：地方戏剧、关公祭祀、春
节社火。

据了解，樊村堡民俗气息浓厚，已
举办了十届关公祭祀文化节。每年春
节期间，跑战马、放响铳等民间社火表
演走街串巷，承载着当地居民的宝贵
记忆，记录着他们的生活轨迹。

走进村中心的传统院落，河津市
小梅花蒲剧团正在这里演出。河津市
小梅花蒲剧团自常驻樊村堡以来，结
合村子深厚戏剧传统，把以蒲剧为主
题打造传统民俗院落作为开发的重
点。作为蒲剧团的负责人，任孝义和蒲
剧打了 20 年的交道，他说：“蒲剧演
出，阵容严整、演技精湛，观众看得过
瘾。将蒲剧元素融入古民居中，打造蒲
剧文化体验基地，建设村内文化新地
标，以展示樊村堡独特的文化生活。”

因为村中有古朴的传统院落，将
蒲剧元素融入其中顺理成章，“与专业
院校合作，再巧妙融入蒲剧、社火的多
元化形式，不仅能提供蒲剧演绎，还可
打造蒲剧主题旅游体验区，展示本土
人文风采，让古村落释放全新的文旅
吸引力和艺术魅力”。

任孝义介绍，樊村堡将进一步挖
掘古村落的历史文脉、传统技艺，整合
乡村旅游开发、历史文化保护等各类
资源，采取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引
入、村庄居民参与的模式，鼓励各类资
金和人才投入到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
中来，积极探索樊村堡乡村建设发展
的新路子、新模式，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

一宅一院 文脉流淌
（上接第一版）平陆县组织全县技术能
人 在 9 个 乡 镇 开 设“ 点 餐 式 田 间 课
堂”，帮助群众解决春耕生产、环境治
理等问题 1000 余个，开展花椒、核桃、
玉米等农作物田间课堂培训 30 余期，
培训村民 3000 余人次，助力群众增收
致富。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活跃在全市各个村镇街道，
以各种方式融入百姓生活，让“志愿
红”成为文明实践的标准色，让志愿
服务成为最动人的音符，为全方位推
动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典型引领——
营造和美乡村新气象

“见贤齐，见不贤而嫉；慕义崇德，
不进则退。”好的榜样，是最好的引导；
好的楷模，是最好的说服。当前，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历史背景和
瞬息即变的微观社会格局下，特别是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传
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
会。在此背景下，我市坚持以培育“最
美运城人”文明品牌为引领，以“星级
文明户”创评活动为载体，以移风易俗
为重点，塑造“最美”风景，播撒“最美”
种子，弘扬“最美”精神，让学习榜样、
争当先进成为群众的自觉追求，激励
广大干部群众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
凡的业绩，共同助力运城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实现“点亮一盏明灯，照亮
一片天空”。

立起价值风向标——
每一个为生活负重前行的普通

人，都应当被看见；每一个为梦想努力
奋进的平凡人，都值得被歌颂。市委宣
传部启动百名“最美运城人”选树宣传
活动，坚持把宣传教育与道德实践结
合起来，健全完善“最美运城人”的发
现培育、选树宣传、学习实践机制，让
更多平凡却伟大的“最美运城人”脱颖
而出、家喻户晓。

平陆县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王玉
芳 十 余 年 走 遍 曹 川 镇 40 余 处 文 物
点，尽自己所能保护历史的痕迹、文
化的沉淀；58 岁的吉巧惠创办盐湖
区吉巧惠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

刺绣文化传承与发展；绛县大交镇副
镇长张成蕴带领基层干部通过短视频
直播带货，把绛县的农产品推介到全
国各地……“最美运城人”如同一股暖
流，带给全社会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
的道德滋养，激励和引导更多人身体
力行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当前，从民间发掘，到官方弘扬，
再到全民学习践行，崇尚“最美”、礼遇

“最美”、学习“最美”、争做“最美”的社
会氛围正愈发浓厚，榜样的力量正在
转化为广大群众的生动实践，处处有

“最美”、人人是“最美”的徐徐清风正
吹拂河东大地。

弘扬道德好风尚——
华夏文明从古老的河东大地一路

摇曳而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
崇德向善的精神基因在 1.4 万平方公
里的沃土生根发芽、代代相传。近年
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学习宣传先进典型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制定出台《运城市贯彻落实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导
意见》，将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学习宣
传纳入意识形态考核、文明创建考评
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建立健全各
类先进典型关爱激励、礼遇帮扶工作
机制，出台就业就医、景区游览、交通
出行等优惠举措，让先进典型政治上
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
重。

截至目前，全市有 6 人荣获全国
道德模范（含提名奖）称号，有 47 人荣
获省级道德模范（含提名奖）称号，有
358 人荣获市级道德模范（含提名奖）
称号；有 29 人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有 45 人荣获“山西好人”称号，有 387
人荣获“运城好人”称号，带动全社会
形成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
尚。

打造文明金名片——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是保障；文明乡风，移风易俗
是关键。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向上向善
的文明风尚融入基层社会治理，融入
群众生产生活，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用
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明素
养，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红白事简办，摆桌不多情意重；少

酒少菜少浪费，移风易俗当立行……新
绛县北社村红白事全部由理事会承揽，
宴请均在村家宴中心举办，做到“三统
一、三不、三少”，即统一规范宴请规模、
统一饭菜标准、统一设备，不设烟酒、不
请婚庆、不攀比，花费少、浪费少、操心
少。同时，村家宴中心的盈余额用于日间
照料中心 70 岁以上孤寡老人和 80 岁以
上双健老人以及低保户等 25 人的一日
两餐（早、午）的开支，全部免费，受到群
众一致好评。河津市米家湾村积极推广

“火葬”，10 年前建成了“祭祀堂”，本村
免费存放骨灰，可供 40 年至 50 年使用；
白事简化流程，灵车由村里负担，锣鼓使
用本村锣鼓，本村火化者还可补贴 3000
元，反对攀比、勤俭节约的文明乡风日益
浓厚。垣曲县坚持因地制宜“设星”、规范
程序“评星”、三级激励“奖星”、动态调整

“管星”、示范带动“用星”，通过“五步创
评法”的实施，形成以“星”为荣、争先创

“星”争“星”的浓厚氛围，为全面推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星联动”创评“文
明之星”的经验做法入选全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典型
经验做法。

如今，村规民约已成为村民家门口
的“文明公约”，不仅“约”出了乡村治理
新气象，更“约”出了乡风文明新生活。一
个个有力举措破除陈规陋习，一项项创
新部署厚植新风正气，淳朴清朗、向上向
善的文明新风正激荡在河东大地上。

数智赋能——
绽放乡村文化新活力

农村文化礼堂是新时代基层文化供
给的重要阵地，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农
村文化供需匹配不紧密、地区供给不平
衡、文化礼堂运作低效等痛点。近年来，
我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科技赋能，
打造“数智文化礼堂”，打通文化惠民“最
后一公里”，实现精品文化的精准送达，
让文化礼堂用起来、活起来、火起来，实
现了农村文化礼堂“门常开、戏常演、人
常来”。

针对农村社区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存
在的“牌子多、本子多、样子多”的

“三多”问题和“群众难组织、活动难

经常、思想难统一”的“三难”问题，
我市围绕农村文化丰富供给和精准送达
机制改革，在万荣县率先开展“数智运
城”文化服务平台试点建设，以数字化
改革手段推动文化礼堂迭代升级，积极
探索开发线上“数智礼堂”文化服务平
台，使农村文化礼堂真正成为基层文化
宣 传 主 阵 地 和 人 人 向 往 的 “ 精 神 家
园”，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万
荣县北薛朝村数智文化礼堂秉承简单
化、融合化、常态化的总体思路，坚持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建管用育”一体
推进，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
实现精品文化的精准送达，让文化礼堂
服务效能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网牵。以数智运城网上服务云平
台为牵引，统揽线下场景服务工作，打造

“三厅一堂”网上服务云平台，内容涵盖
理论宣讲、现场直播、戏曲文艺、电影电
视、技能培训等，通过数据分析，实现政
府的“送”和群众的“需”精准匹配，群众
既能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也能到文化
礼堂大屏操作，老人、儿童都能一点即
通、一触即看、一键求助，真正做到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海量的文化资
源。

一屋看。聚焦数智文化礼堂和乡村
文化建设需求，延伸线下场景功能，打造
新型“农家书屋”，构建“动静鲜明”的文
化传播路径，静的是农家书屋，洗涤心
灵、沉淀思想；动的是文化礼堂，传播文
明、娱乐身心，实现对文明实践的内修外
养。

一体转。就是线上线下、室内室外和
各类服务功能统筹融合、统转联动。依托
数智文化礼堂，融入开放美学理念，拆除
村级组织中心和文化礼堂的围墙，利用
周边空地建游园，置设施，加强室内室外
联动，让群众既能在室内活动，也能在室
外休闲，全方位提高数智文化礼堂线下
场景的吸引力、使用率，真正实现数智文
化礼堂为民服务的实用化、便捷化、高效
化。

风气之渐，积习日久。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道路上，河东儿女用文明素养
升华城市品质、用民生温度彰显发展高
度。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正
在河东大地徐徐展开。

文 化 播 阡 陌 文 明 沐 乡 野

5 月 13 日，在四川省广汉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人员在收割“川
麦 104”。

近日，四川省各地的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农民紧抓农时，开展夏
收作业，确保夏粮归仓。 新华社记者 杨 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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