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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0日电 在中华
民族传 统 节 日 重 阳 节 来 临 之 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
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向全国的
老年人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大家积极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
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

宝贵财富。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
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
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
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
献“银发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高度重视老龄工作，聚焦老年人的急
难愁盼问题，完善政策举措，营造良
好社会环境，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
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

“银龄行动”是由全国老龄委于
2003 年 发 起 的 老 年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主 要 是 组 织 各 领 域 老 专 家 、 老 教
授 支 援欠发达地区。截至目前，全
国参加“ 银 龄 行 动 ” 的 老 年 志 愿
者 累 计 有 700 余 万 人 次 ， 开 展 援
助 项 目 4000 多 个，“银龄行动”已成
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
一。近日，“银龄 行 动 ” 老 年 志 愿
者 代 表 给 习 近 平 总 书记写信，汇报
参加志愿服务情况，表达继续发挥专
长、回报社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

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本报讯 （记者 张俊瑛） 10 月 9
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那
志茂主持 召 开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党 组
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集中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9 月 26 日中央政治
局会议、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庆祝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座谈会及
山西省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
年座谈会精神等，围绕学习内容作研
讨交流。

会 议 指 出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
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
内涵、精髓要义、实践要求，以实际行

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要深刻领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显著政治优势，深刻领会新时代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创新成果，深刻领会
新征程上人大工作的使命任务，进一步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市
委重点工作，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
愿，以高质量立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党中央、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
展和改革攻坚任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运城实践作出积极贡献。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党 组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学 习 会 议 召 开

本报讯（记者 孙 雄）10 月 10 日，
全市巩固衔接重点工作调度会暨市委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特别是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按照省委最新部署和市委工
作要求，分析形势、通报问题，对全市巩
固衔接特别是“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以及

“三秋”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确保巩固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见实
效。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立刚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孙鹏程主持
会议。

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认清形
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一鼓作
气、善作善成，坚决杜绝松劲思想、侥
幸心理，坚决摒弃盲目乐观、选择性履
职，坚决纠治突出问题，以“不说客观
只讲主观，不说别人只讲自己，不说成

绩只讲问题”的态度，高质量、高标准
做好巩固衔接工作。要真抓实改、强
力攻坚，全力以赴推进问题整改清仓
见底、推进底线指标兜底兜牢、推进重
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驻村帮扶提质
提效、推进主体责任落细落实，确保巩
固衔接工作取得实效。要周密组织、
压茬推进，把“三秋”农业生产作为当
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责任落实，勇于担当作为，全
力以赴打好打赢“三秋”农业生产这场
硬仗，为明年夏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会上，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市医
保局和平陆县、绛县就相关工作情况
进行了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全市巩固衔接重点工作调度会暨市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10 月 10 日，位于新绛县三泉镇新和
村的新绛长庆印象科技有限公司，工人
在纸杯加工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上生

产一次性铝箔纸杯。
近年来，新绛县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通过整合项目、资源、资产等

要素，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闫 鑫 摄

10 月 9 日，空
中鸟瞰“中国零碳
村镇示范村”芮城
县陌南镇庄上村，
金 灿 灿 的 玉 米 和
屋 顶 的 光 伏 板 形
成了鲜明对比，站
在村中绿莹莹的广
场 ， 可 以 远 眺 黄
河，俨然一幅美丽
的画卷。

董应赞 摄

“老旧小区变了样，道路宽敞真方
便，门口有了好学校，看病方便又实
惠，出门就有小游园，绿树鲜花美如
画，休闲生活赛神仙……“一说起近年
来运城的变化，市民老杨即兴说起了
一段顺口溜。他告诉记者，他在运城
生 活 50 年 了 ，亲 眼 见 证 了 运 城 的 变
化，人民群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幸
福的生活比蜜甜。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下同心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有效增进民
生福祉，全面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把为
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努力答好每一份“民生答卷”，让老
百姓不断感受到身边的变化，通过一
个个暖心的变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切实为人
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加码，让人民群
众的生活更加美好。

民生为本 方便群众

7 月 22 日，在绛县横水镇新庄村
就业社保服务站内，一幕温馨而高效
的场景正在上演。该村就业社保服务
点系统操作员刘宏盛坐在电脑前，熟
练地为村民李火箭查询养老保险待遇
发放记录。屏幕上的详细数据让李火
箭紧锁的眉头逐渐舒展，脸上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

“以前总担心养老保险缴费记录
查不清楚，心里没底。现在好了，在村
里服务点就能直接查询，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心里真是踏实多了。”李火箭
感慨地说，“即使社保卡丢了也不用担
心，就近挂失，真是太方便了！”

而这样的温馨场景，并非新庄村
独有。在距离永济市城区 15 公里的
韩阳镇竹林村，到村工作大学生段荣
正忙碌地为村民办理各项业务，从养
老保险缴费查询到零工就业信息登
记，她以专业的态度和高效的服务赢
得了村民的广泛好评，特别是为两名
年轻村民成功登记就业信息和意向，
让村民深有感触：“之前都是去市里找
工作，没想到现在居然可以在家门口
登记就业信息！”

这些是我市深入推进“就业社保
服务社区村村全覆盖”工作的一个缩
影。据悉，“就业社保服务社区村村全
覆 盖 ”是 2024 年 省 政 府 民 生 实 事 之
一。为确保该项民生实事落实落细，
我市专门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
专班，紧扣阶段性目标任务，细化工作
举措，压茬推进各项工作。

目 前 ，全 市 已 建 立 基 层 服 务 点
2536 个，覆盖 150 个乡镇（街道）、2157
个行政村、229 个社区，真正实现了就
业社保服务的社区（村庄）全覆盖。在
这里，群众可以享受到 40 项高频服务
事项，从政策咨询到业务办理一应俱

全，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模式让群众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我市就业
社保服务（社区）村村全覆盖自助一体机
正在紧锣密鼓地调试和发放中，将进一
步简化办事流程，缩短等待时间，让群众
在“家门口”尽享就业社保服务。

尊老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今年，我市积极贯彻落实 2024 年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实事，加强我
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高老年人
的生活品质，增强老年人民生福祉，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对具有运城市户籍
且年满 8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
津贴。

9 月 13 日 9 时多，在盐湖区陶村镇
张孝村的日间照料中心活动室，台球桌、
按摩椅、空调、电视、麻将桌、象棋桌一
应俱全。张孝村村民李怀东老人坐在按
摩椅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感
慨地说：“我现在领了好几个月的高龄津
贴，一个月 70 元，每月 10 日前准时到账，
心里真是踏实又高兴。这份来自政府的
关怀，让我们这些老人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的温暖。”

今年，市民政局联合财政、卫健部
门，制订了 《关于发放高龄津贴的通
知》 及 《高龄津贴发放实施方案》，明
确高龄津贴的发放流程，即由村 （居）
民委员会负责初步摸排统计，相关信息
提交至乡镇 （街道） 进行审核，最终由
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确认，通过惠民惠农

“一卡通”平台，实现高龄津贴的精准
发放。同时，县级民政部门为每一位高
龄老人建立信息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确保服务高效精准。此外，各县 （市、
区） 还根据当地实际，相继制定出台了
高龄津贴相关政策，并明确发放标准，
如 80 周岁至 89 周岁每人每月 70 元，90
周 岁 至 99 周 岁 根 据 不 同 地 区 有 所 差
异，最高可达 85 元，而 100 周岁及以上
的老人，最高可享受每月 500 元的高龄
津贴。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9 月，我市已累
计 为 近 100 万 人 次 的 高 龄 老 人 发 放 了
7591 万元的高龄津贴。目前，我市已建
立就业社保基层服务点 2536 个。

教育提质 惠及群众

”我们村也有了高标准幼儿园，和城
里的幼儿园一样，教室里有卫生间，有玩
游戏的地方，能睡觉，上下学接送家长也
不用管了。“一谈起今年秋季孙子入学的
村里新建的幼儿园，河津市小梁村村民
老马喜上眉梢。

新学期伊始，新建成投用的小梁中
心幼儿园正式开园，迎来首批幼儿。崭
新的楼房宽敞明亮，各种功能室配置齐
全、设施一流，园内各种游乐设施充满童
趣，小朋友在老师的陪伴下快乐成长。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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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万荣县
外加剂产业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
历程。几十年来，几辈万荣人把外
加剂工厂开到全国各地、把外加剂
产业带到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靠
外加剂产业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更
形成了全国知名的特色工业产业。
如今，混凝土外加剂已成为万荣县
的第一大工业支柱产业，形成了遍
布 国 内 外 、从 业 10 万 人 、642 家 企
业、600 万吨产能的产业规模，全国
市场占有率超过 30%。

自 2022 年获评“山西首批十大
省级重点专业镇”以来，万荣县锚定
企业突破百户、产值突破百亿的“双
百”目标，着力培育锻造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产业名镇，特色外加剂产业
蓄势再发力。

夯基
做大产业盘子

在外加剂企业遍布的荣河镇新

型建材集聚区，翰海混凝土外加剂专
业孵化器像一个“母胚”一样，有着极
其特殊的地位，近年来，从这里走出去
的 27 家外加剂企业成为业内的一支
重要力量。

翰海孵化器是全国唯一的混凝土
外加剂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代工、联
营 、服 务 等 模 式 培 育 孵 化 外 加 剂 企
业。该公司总经理赵宏告诉记者：“孵
化器充分发挥万荣县混凝土外加剂特
色产业基地资源优势，成为外加剂企
业创业基地、培养外加剂企业优秀管
理者的摇篮、有效节约社会资源的共
享工厂，为更多的外加剂初创企业提
供政策、金融、营销等支持，吸引更多
人参与到这个产业中来。”

翰海孵化器的成功运营，也标志
着万荣县通过发展外加剂总部经济扩
大产业规模这个“第一招”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针对外加剂企业遍布全国的实际
情况，万荣县出台了《万荣县加快促进

总部经济发展若干措施》，推动企
业回归、产值回归、税收回归、人
才回归。截至目前，该县外加剂
企业已增加至 99家。

大力支持生产经营稳定、市
场前景广阔、成长空间较大、创新
能 力 较 强 的 小 微 企 业“ 升 规 入
统”，是万荣不断壮大外加剂产业
规模的“第二招”。近年来，该县
新增了丰京建材、虎邦建材、佳赢
建材、丰元建材 4 家“小升规”企
业；康特尔化工跻身“中国混凝土
外加剂企业综合十强”；22 家企
业通过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康特
尔 化 工 和 桑 穆 斯 建 材 被 评 为
2021—2022 年度绿色发展企业；
新增康瑞建材等 13 家国家级“两
化”融合企业和海通建材等 4 家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桑穆斯建
材被认定为 2023 年省级智能制
造示范企业。

建设完善荣河新型建材集聚
区和皇甫化工园区，让外加剂企
业承载平台更广阔、入驻更安心
是 该 县 扩 大 产 业 规 模 “ 第 三
招”。 （下转第三版）

蓄 势 发 力蓄 势 发 力 聚 能 向 强聚 能 向 强
——万荣县以外加剂专业镇建设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万荣县以外加剂专业镇建设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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