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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L 型 扶 手 、 防 滑 垫 、 马 桶 扶

手、折叠凳，价值 240 元的 4 件套免
费配送到户、免费设计安装。截至目
前，中心城区共完成四季绿城和圣惠
家园两个小区 174 户完成申请登记。
其中，圣惠嘉园小区 39 户家庭适老
化改造已经完成。”市民政局老龄事业
发展中心主任王文龙介绍说，“另外，
我们还在四季绿城小区每个单元通道
的中间层——三楼半位置安装了一个
折叠式座椅，不用时可收起‘隐身’在
墙面，需要时轻松打开，可为腿脚不便
和有冠心病史的老年人爬楼梯时，提
供临时休息点；还在该小区的 8 个公
共卫生间为老人安装了马桶扶手。”

尽力而为——
借力发力，演好“大合唱”

走进位于中心城区东湖湾社区服
务中心负一层的湖湾食堂，湖绿色的
装修风格令人眼前一亮，点餐区、配餐
区、就餐区一目了然，250 平方米的开
放式中央厨房干净整洁，一饭一菜都
是“家”的味道。

“食堂于今年 6 月初正式营业，占
地面积 340 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140
人就餐。”东湖湾小区物业负责人毕琳
琳说，“食堂采用自选称重模式，荤素
同价，每两收费 2.38 元，中午汤品类全
部免费。另外，我们还为小区 65 岁以
上的老人提供专属午餐，两荤一素一
主食，每人每餐收费 4元。”

“近”享“舌尖幸福”，处处“幸福驿
站”。在东湖湾小区南门，占地 1000
平方米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
建 设 完 成 ，装 修 完 毕 后 即 可 投 入 运
营。这里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医
疗科技”，打造养老服务信息服务平台
和智慧化服务体系，为老人提供日间
照料及康复理疗服务，致力于打造老
年人“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应对人口老龄化，仅民政部门单
打独斗远远不够，需要借力发力，演好

“大合唱”。近年来，市民政局密切关
注老龄工作，把社区食堂嵌入城乡社
区作为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首要
工作，在市规划委专题会议上适时提
出合理化建议，对新建小区配套建设
适老化设施因势利导，吸引更多社会
力量和资金参与适老化设施，形成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浓厚氛围。近期，对
市科创城新进科技企业——舜熙科技
公司开发的养老产品，市民政局多方
关注联系，在市县两级选取 4 家大型
养老机构开展应用场景试点。

中午 12 时，中心城区河东故事小
区的社区食堂里香气扑鼻，热气腾腾
的各式菜肴被陆续摆上保温餐台，前
来就餐的居民早早排起了长队，边聊

家常边等待着美味佳肴出锅，处处充
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和人情味。

“以前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
饭吃，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还想吃别
的花样，现在有了这个食堂，每天中午
就在这吃饭。餐厅环境干净，饭菜品
种多、口感好，价格实惠。”河东故事小
区居民朱喜林激动地说。

据了解，由山西爱适佳缘老年助
餐有限公司运营的这家社区食堂占地
300 多平方米，处于小区南门临街最
好位置，以“惠民、助餐”为宗旨，以“公
益+微利”的模式，面向居民尤其是老
年人提供中餐服务。11 月 4 日，食堂
正式运营当天，就有 300 多人办理了
就餐卡。

“社区食堂，就是老年人的免费
‘保姆’！截至目前，我们已在中心城
区及周边运行了 8 个社区食堂，并开
展特困、低保、高龄老人等免费送餐服
务，每天出餐 2000 份。”山西爱适佳缘
负责人周俊峰介绍说，“在河东故事小
区，就有一位半身不遂、80 多岁高龄
的老人享受我们的免费上门送餐服
务。”

“吃”得好，“管”得好，得益于民政
部门主导，居家养老也越来越凸显后
来居上的社会力量。

走进运城禧康华荣老年公寓五楼
多功能会议大厅，点击进入智慧养老
平台，床态图、实时告警列表以及智能
化设备绑定告警数据情况等一目了
然。通过一键呼救或者设备联动方
式，服务人员可以快速找到报警位置
和老人信息，对所有告警统一管理，利
用告警实时定位及实时画面以快速处
理紧急情况。

“今年年初，我们利用互联网、云
计算等技术手段，搭建智慧养老云服
务管理平台，围绕‘家庭养老床位’24
小时对长者监护，依托可燃气体传感
器、门磁传感器、智能床垫等智慧健康
养老产品，提供紧急呼叫、环境监测、
行为感知等服务，满足居家老年人享
受专业照护服务的需求。”运城禧康华
荣老年公寓负责人吴晓丽介绍说，“目
前，该平台已开始试运行，我们购置的
34 套‘智慧床’已经推广使用 10 套，分
布在中心城区各个小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年人幸福
不幸福，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着社会幸
福指数和文明程度。“市民政局将继续
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
元化、多样性养老服务需求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从供给端与需求端双向发
力，汇聚社会力量，推进养老服务提质
升级，持续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进
而实现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市
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建庭说。

从量力而行到尽力而为

（上接第一版）同时，要多措并举防范
化解煤矿、非煤矿山、尾矿库、冶金
工贸、特种设备、经营性自建房、旅
游等行业领域风险，全面提升本质安
全水平。要强化责任落实。压紧压实
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
责任和全员安全责任，落实“三管三
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实到部门、岗
位、人头，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确保安全生产
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加强宣传教
育。抓好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和安全应急演练，利用新闻媒体及时
推送各类安全生产知识，宣传相关法
律法规，普及安全常识，增强全民安
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生产坚实防
线。

储祥好强调，公共安全是最基本
的民生。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加强公共安全治理和社会面
治安防控，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最大限度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依
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加快建设
更高水平的平安运城。

警 钟 长 鸣 常 抓 不 懈
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上接第一版）
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修复后，水

质不断提升，野生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多，
更多的生命在这里栖息繁衍，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和谐之
美在这里精彩上演。

基础设施提升，常态化科普……

效应向大
走进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巡护

道、防护坝，荷花基塘、杞柳基地，基础设
施应有尽有；在宣教中心，山猫、狗獾、苍
鹭等动物标本栩栩如生；在南国风情园，
铁树、香蕉树、甜橙树等让人眼前一亮，
公园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已经建成十
余年，这十余年间，生态环境持续向善，
而这背后，是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持
之以恒，是垣曲县的高度重视与积极配
合。

“小浪底水库移民工作完成后，湿地
公园建设前，库区是一片荒凉，湿地公园
建设拉开序幕后，我们通过筑坝挖方、清
淤疏通水系、修筑巡护道和防护坝、修复
鸟类栖息地，在海拔 260 米以下开展自
然植被带生态保育工程，在 260 米至 275
米恢复重建区开展边坡涵养林带工程，
建设荷花基塘、杞柳基地，种植荷花、杞
柳、竹柳、速生杨，以及其他乔木和水生
植物，达到净化污水、护岸固堤、保持水
土、美化环境的目的。”山西古城国家湿
地公园保护中心副主任刘剑颇有感慨地
说。

的确，一路走来，山西古城国家湿地
公园的生态环境改善，离不开的话题就
是基础设施的全面提升。

十余年来，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
逐年完善保护管理设施，建设了停车场、
标志门、公厕、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
成鸟类观测站两处，管护站 4 个，建设集
科研、宣教、监测于一体的综合楼 1 处，
打造了荷花广场、宣教中心、湿地生态功
能展示园、南国风情园 4 处精品景点。
2018 年至 2021 年连续对海拔 275 米以下
消落区土地 1200 公顷全部进行了退耕
还湿，最大程度减少了人为干扰和农业
面源污染，维护了黄河水质安全、生物多
样性安全和生态系统平衡。

除了基础设施提升，山西古城国家
湿地公园保护中心近年来还十分注重宣
传与服务。

“从‘五一’假期开始，山西古城国家
湿地公园首次面向社会公众及中小学生
开放宣教展厅，向社会公众科普了湿地
为什么被称为“地球之肾”、湿地的微景
观、湿地公园的动植物资源等，让游客在
游 玩 中 提 高 保 护 湿 地 、保 护 生 态 的 意
识。此外，我们还创建了‘山西古城国家
湿地公园’抖音号和‘古城湿地公园’视
频号，累计已发布视频 90 余篇，浏览量
累计 35 万余次，大大提高了湿地公园的
知名度、社会公众对湿地的认知度。”山
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中心办公室主
任石云霞介绍道。

自强不息铸锋芒，且以薪火炼凝香。
2011 年 3 月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

被国家林业局批准列入国家湿地公园试
点范围；2016 年 8 月通过试点验收，正式

获得国家授牌；2020 年 3 月，晋升为山西
省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并已申报国家
重要湿地……

回望过去，看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
的奋斗之路，是一路生花，更是步履不停。

探索试种杞柳园，吸纳周边群众
就业……

发展向优
“你看，这些竹柳因为库区水位上

涨，树根被淹没，树干上都长了气生根。
两天前来的时候，水位还没这么高，两天
内水位已经上涨了两米了。”刘剑指着被
水淹没的竹柳说道。

漫步在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保护
中心，目之所及皆是美景。顺着台阶向
下，你会依次看到芦苇、杨树、杞柳、竹
柳，它们形成了一层层的屏障，以此来净
化污水，保持水土。

虽说这些植被主要是用来改善生
态，但它们的作用可不仅限于此。近年
来，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中心持
续探索试验种植荷塘、杞柳林等，一方
面，可以用来进行消落区植被恢复，另一
方面，也为湿地周边群众提供了发展致
富的途径。

据王建民介绍，山西古城国家湿地
公园建设有 600 亩杞柳基地，杞柳种植、
管护、收割、编织等可以吸纳社区居民参
与其中，有效解决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就业问题。

人不负青山，青山亦不负人。生态环

境好了，来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近年
来，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中心
立足古城湿地水资源丰富、地理位置
优越、自然景观奇特、历史文化厚重等
优势，做好“湿地+生态+旅游”文章，
引导社会公众深度游、体验游，共享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成果，提升古城
湿地国字号招牌的知名度、活跃度和
影响力，探索黄河流域（垣曲段）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样板。

“游客多了，自然就吸引来了许多
商贩在湿地公园附近摆摊，今年国庆
节期间，来这里摆摊的商贩就有百余
家，只要他们在规定区域摆放，别影响
生态环境，我们就欢迎。”王建民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黄河流域（垣曲段）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嘛。”

长路漫漫亦灿灿。一路走来，回忆
往昔时硕果累累，展望未来亦胸有成
竹。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区域化管
理、建设鸟类食堂等方面继续发力。”
王建民的眼里闪烁着光芒，“区域化管
理方面，我们已经规划了荷花池、采
摘园以及园区花海等，荷花池目前正
在平整池底，预计明年开春种植莲
花；采摘园届时会种植桃树、梨树等
果木；园区花海要做到一年四季皆有
花可赏……鸟类食堂就是种植一些鸟
类能吃的东西，解决人鸟争食的问题，
目前已经试验种植了一部分小麦。”

未来之路，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继续推动黄河流域（垣曲段）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如此，就能迎来生态
环境稳步提升，就能让天更蓝、水更
清、动植物种类更加多样。

荒凉地变身生态乐园

岁月已晚，万物诉寒。当前全国
大部分地区进入冬春农田建设关键时
期，全国冬春农田水利暨高标准农田
建设视频会议对有关工作作出全面部
署。抓住农田水利建设黄金期，加大
投资投劳力度，将会为来年江河安澜、
农业丰收打一个好基础。

蓄水如蓄粮、修堰如修仓。今年以
来的情况表明，凡是农田水利建设工作
扎实的地方，抗灾排涝能力就比较强，农
业收成就比较好。目前，从北往南，江河
湖库陆续进入枯水期，农闲时期水利工
程灌溉防洪任务减少，为农田水利建设
施工提供了难得条件。要抓紧修复今夏
以来水毁灾毁农田设施，进行沟渠清理、
整修，在明年汛前打通易涝地区农田“毛
细血管网”。要统筹修复水毁水利设施、
农村供水设施、农田灌排设施，优先安排
资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能力，保障农村
人畜饮水和农作物时令灌溉需求，确保

明年开春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施工黄金期，要用好真金白银。

目前，围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中央财
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增发国债、超
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供应充足。加大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力度，可以提高
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夯实国
家粮食安全基础、增强农业生产韧性，
更好稳定农业生产的“压舱石”作用，
稳预期、稳经济。要多点发力，支持高
标准农田建设，落实省级支出责任，完
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在不新增地方政
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引导、鼓励社会

投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
把预算内资金、特别国债资金的
杠杆作用发挥好。

冬春农闲，田闲人不闲。水
利工程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规模大、资金规模大、劳动力需求
大，可以带动农民特别是脱贫群
众就业增收。农民是农田的使用
者，对农田的好坏、工程的优劣，
有最直接的发言权。要多征求种
地人的意见，多吸收农村劳动力
参与，充分调动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农田水利建
设，重在建设、难在管护，要让农
民群众积极参与建、管、护、用，让
农田水利建设成为提高农业产
能、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的一大抓手。

（新华社北京11月 18日电）

抓住农田水利建设黄金期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8 日电（记者 王雨萧）
记者 18 日从国家税务总
局获悉，全国纳税信用年
度评价结果显示，2024 年
全 国 守 信 纳 税 人 达 4127
万 户 ，比 2023 年 增 加 378
万户，其中纳税信用最高
等 级 A 级 纳 税 人 数 量 近
335 万户，比去年增加 45.6
万户，诚信纳税企业数量
稳步增长。

记者了解到，为更好
推动企业养成诚信纳税自
觉，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
布了新版《“走出去”税收
指引》，将涉税服务事项由
原 来 的 99 个 扩 充 至 120
个 ，并 更 新 了 2021 年 至
2024 年 生 效 的 税 收 政 策
文 件 及 税 收 协 定 有 关 内
容，帮助企业更好适应国
内外税收环境新变化，做
好税务合规管理。税务部
门 还 充 分 运 用 税 收 大 数
据，对企业合规情况进行
风险扫描，帮助纳税人及
时享受税收优惠、纠正政
策执行偏差、规范税费申
报，防范化解各类税费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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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将于 22 日在海南三亚开幕。来
自全国 56 个民族的近万名运动员和嘉
宾逾山越海，齐聚南海之滨，共赴一
场群众体育的盛会、一场民族团结的
盛会。这场盛会将有哪些看点值得期
待？

看点一：海南首迎综合性
大赛

本届运动会将是海南建省以来举
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
盛会。

筹办过程中，海南成立了 15 个单
项竞赛委员会，全面负责竞赛表演工
作的计划、组织、运行和保障。三亚
围绕“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修
缮提升 19 座现有场馆场地，招募培训
6939 名赛会志愿者和 1 万余名城市志愿
者，城市交通、环境、管理和面貌全
面提升……三亚市副市长、赛会执委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张长丰希望：“让没
来过三亚的人大吃一惊，让来过三亚
的人耳目一新。”

看点二：赛场劲刮“最炫
民族风”

近年来，从贵州榕江“村超”到佛山
叠滘龙舟，“民族文化＋体育比赛”成为
多个民间赛事爆红的“流量密码”，也是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独特

“杀手锏”。
本届运动会共设 18 个竞赛项目和 3

大类表演项目。其中既有百步穿杨的射
弩、“一苇渡江”的独竹漂等火爆短视频
平台的神奇技艺，也有将采蛤蚌和篮球
规则结合而成的“珍珠球”、参照羽毛球
等隔网运动设计的“毽球”、被称为“东
方橄榄球”的“花炮”等民间运动。经过
多届运动会的推广传播，原先局限于一
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特产”，发展成为
多民族喜爱的群众体育项目，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下一个“网络爆款”，或
许就在其中。

看点三：南海之滨畅意联
欢

与竞赛成绩相比，本届运动会更重
要 的 目 的 是 以 体 育 促 团 结 。在 竞 赛 之
外，本届运动会还将举行开幕式、闭幕
式、民族大联欢、表演项目颁奖晚会、参
观考察等大型活动，以展示各民族文化
风采，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

“重头戏”民族大联欢活动将于 11
月 26 日在三亚天涯海角风景游览区举
行 ，届 时 各 族 歌 声 与 拍 岸 海 浪 音 声 相
和，多彩服饰与椰林树影相映成趣，将
成为各族同胞共同的难忘回忆。

看点四：民族传统遇见现代科技

满满的科技感是本届运动会的一大亮点。在此前进行的采火仪式上，以可燃冰
作为燃料的火炬科技感拉满，大放异彩。“探索二号”科考船为本届运动会采集的可
燃冰，由潜航员通过保压取样器采集并带回陆地。火炬设计团队表示，这象征科技
的力量，也寓意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无限潜力。

本届运动会还开启了“科技奇妙之旅”，打开小程序“相约民族运动会”，选择城
市、定制专属 AI形象、上传照片、传递火炬，便可解锁自己的火炬手形象，成为一名

“数字火炬手”。

看点五：攀椰竞速首次亮相

如果你对巴黎奥运会上用时最短的项目——速度攀岩意犹未尽，在本届运动
会上，可以关注速度攀岩“海南版”——攀椰竞速。

攀椰竞速是本届运动会新增竞赛项目。比赛中，运动员要在 9 米（女子为 7 米）
高的仿真椰子树上攀爬，用时最短者获胜。

这一项目源于海南当地群众爬树摘椰的生活劳作场景，集趣味性、观赏性和竞
技性于一体，将为本届运动会增添一抹靓丽的南国色彩。

（新华社三亚11月 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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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1 月 18 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黄龙景区拍摄的五彩池。当
日，雪后的景区薄雾弥漫，仿佛披上了轻纱，如梦如幻。新华社记者 王 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