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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庆 假 期 刚 过 ，在 天 镇 县 玉 泉 镇
上吾其村设施蔬菜产业基地蔬菜分拣
点 ，20 余 名 工 人 挑 灯 夜 战 ，加 班 加 点
将青辣椒分拣装箱。“今天我们已分拣
装箱 4500 件，将销往全国各地。”村党
支部书记高顺利说。近年来，玉泉镇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气候、政策等优
势 ，兴 产 业 、促 就 业 、带 民 富 ，打 造 兴
镇 富 民 产 业 ，形 成 了 菜 、果 、畜 、菌 、
酒、旅等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的发展
格局。

“大棚菜”成兴镇富民“金钥匙”

玉泉镇地处城郊，土地广阔、水源
充足、交通便利，祖辈就有种植蔬菜的
传统。近几年，该镇科学制定了“1314”
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战略，按照“党支部+
合 作 社 +公 司 +农 户 ”的 模 式 ，以 上 吾
其、闫家园等村为引领，采取“农户自
建”“专业合作社创建”“公司化组建”

“集体带建”等多种形式加快设施蔬菜
产业发展。

目 前 ，全 镇 共 发 展 设 施 蔬 菜 大 棚
2.2 万余栋，年实现产值 9 亿元，带动 1.5
万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年实现劳务
增收 2.6亿元。

“致富果”点亮村民美好生活

东沙河村地理环境独特，种植的唐
杏因果形圆润、硬脆爽口、口感细嫩、丰
味甘美而声名远播，并被列入全国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几年，该镇按照

“一村一特”“一村一品”要求，采取“党
建+服务”“公司+农户”等举措，积极引
导村民扩大唐杏种植规模，推动唐杏走
产业化发展道路。

目前，全镇初步形成了东沙河村唐
杏、滹沱店村西梅、于八里村草莓和樱
桃、黄家湾村火龙果、南河堡村冬枣等特
色果品产业发展格局。其中，唐杏种植
面积已达 1000亩，年产量 100吨，产值突
破 2000万元，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畜牧业成农民增收“稳定器”

以“老罗熏肉”“原家熏肉”等优质
品牌为主的“天镇熏肉”在全国享誉盛
名。近年来，玉泉镇把发展畜牧业作为
产业转型、农民致富的基础产业，不断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标准化、产业
化、现代化经营模式，着力打造农民增
收平台。

该镇在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养殖业

的同时，依托全镇山区和半山区面积
大、水草丰富、环境适宜等优势，大力发
展生态养殖。同时，以打造京津冀都市
圈农产品供给基地为契机，扩大规模化
养殖，并采取“养猪户+商户+电商”的
模式，扩大对外销售，增加农民收入。

目前，通过“农户+合作社”的方式，
全镇肉猪存栏 17616 头、肉牛存栏 5891
头、肉羊养殖 69753 只。

“小蘑菇”撑起农民“致富伞”

东北街村是玉泉镇的一个典型纯
农业村。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该镇鼓
励和引导农民发展食用菌蘑菇种植，并
聘请有关农业技术人员开展食用菌技
术培训。

该镇还通过多方考察调研，引进先
进的食用菌种植培育技术，实施农业产业
升级，打造东北街村食用菌产业基地。目
前，该村新建标准化食用菌培育棚 60栋，
配套建设加工车间、冷库、烘干库等设施，
形成食用菌生产、培育等产业链条，持续
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酿酒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唐八里、鲍家屯两个村多年来立足

小杂粮资源充足优势，发展酿酒高粱种
植，并利用传统酿酒工艺，培育酿酒产
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该镇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模
式，促进酿酒业向规模化发展，带动周
边粮食种植、农产品加工、养殖业等相
关产业发展，并逐步形成“粮食酿酒—
酒糟养畜—粪肥还田—粮食种植”的生
态循环产业链，实现了一业带动多业发
展的良性循环。

“旅游业”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近年来，玉泉镇大力实施农文旅融
合发展战略，立足当地实际，挖掘资源
禀赋，开发了以滹沱店村盘山景区为
主，以特色节庆、农旅休闲为品牌的文
旅项目，推动全镇文旅产业发展。

为 了 加 快 农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该 镇
大力实施道路绿化亮化及农户环境整
治工程，配套建设了游客接待中心、民
宿、农家乐、智能大棚等产业设施，发
展“农文旅+新媒体”“采摘+研学”，打
造“天镇近郊休闲第一村”。目前，景
区已建设完备，每逢节假日，众多游客
赏景游园、体验农耕文化，成为网红打
卡地。

家风是我们成长中的重要影响
因素，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人的
价值观、行为习惯和人格特质。良好
的家风能够为个体提供稳定的情感
支持，培养出责任感强、富有同情心、
正直诚信的个人品质，同时，为个人
社交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打下坚
实基础。

清廉家风，首要之体现乃“诚实守
信、正直无私”。于家庭，父母身先士
卒，教诲我们勿说谎、勿行骗，需以真
诚待人。这一品质仿若坚固的盾牌，
使我们在直面繁杂社会时得以坚守道
德底线，不为利益所蛊惑，永葆内心的
纯净与正直。其次，清廉家风着重强
调“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它促使我
们深知珍惜劳动成果之重要，杜绝铺
张浪费，摒弃追求虚荣与奢华。最后，
清 廉 家 风 力 主“ 淡 泊 名 利 、自 律 自
省”。它激励人们追寻内心的平和与
满足，借由淡泊名利、自律自省的生活
方式，清廉家风营造诚信、正直、富有
责任感的家庭氛围，进而培育出能为
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之人。

“天下之本在家”。家庭是最为
基础、最为根本的反腐倡廉前沿阵
地，如同坚固的堡垒，守护着社会的
清正廉明。倘若家庭缺失正气、家风
败坏、家教不严，极易致使家庭沦为
滋生腐败的温床，就像腐朽的根基无
法支撑起清正的大厦。党员干部务
必要强化党性修养，自觉明晰并摆正
党性与家庭、家风与党风间的关系，

要将家庭文明建设置于关键位置，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助推千千万万个
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
和谐的重要基石，就如同一座座稳固
的桥梁，连接着国家繁荣昌盛的康庄
大道。

对社会来说，推广清廉家风和浩
然正气同样重要。政府和社会各界
可通过立法、教育、宣传等多种途径，
来弘扬这些积极的价值观念。比如，
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廉政教育，通过媒
体传播正面典型事例，营造崇尚正
直、鼓励清廉的舆论环境，从而影响
更多人。

涵养清廉家风、树立浩然正气，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文明举
足轻重。它不单是个人品德修养的
彰显，更是社会风气的净化剂及社会
文明的助推器。于清廉家风的浸染
之中，我们懂得了以清正廉洁的准则
来约束自我。我们务必不断传承并
弘扬清廉家风，这要求我们于日常生
活的细微之处践行清廉的价值观，借
助教育引导与榜样示范，使清廉化作
家庭文化的核心要义。在工作时，我
们会坚决抵御歪风邪气，坚守公正公
平原则；在生活里，我们会主动遵循
社会公德，倡导廉洁文化。清廉家风
犹如人生旅程中的明灯，照亮我们前
行的路径，令我们于纷繁芜杂中保持
清醒的思绪和坚毅的信念，走出一条
正直、廉洁、幸福的人生坦途。

（作者单位：市政协）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乡村振兴“丰景独好”
本报记者 苑捷

涵养清廉家风 树立浩然正气
孙 伟

本报讯 （记者 丰曼） 日前，广灵
县农村（社区）、“三新”领域青年党员示
范培训班在“雁北星火”党史教育展览
馆开班。

此次培训为期 4 天，课程涵盖党性
教育、政治理论、基层治理等方面，并特
别安排了一、二、三产业的典型案例学
习。授课老师由一线优秀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到村任职选调生、两新组织
业务骨干等担任，通过讲授党的理论知
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青年党员提供

全方位学习指导。来自全县各乡镇党
委、县委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
的青年党员代表，以及县委组织部工作
人员共计 60余人参加培训。

开班式后，全体参训党员在讲解
员引导下参观了“雁北星火”党史教育
展览馆和“白羊事件”纪念碑，现场感
受党的艰苦岁月和光辉历史。通过重
温入党誓词，更加深刻地领悟党的初
心和使命，坚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
身的信念。

本报讯 （记者 丁亚琴） 10月 10日
至 12日，“红领巾爱祖国”2024年山西省

“红领巾讲解员”竞演讲述活动在临汾
市举行。来自全省 11 个城市的 60 位小
选手汇聚一堂，以稚嫩而真挚的声音描
绘了一幅生动的家乡风情画，展现了三
晋大地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共青团山
西省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文物
局、省少工委联合举办，旨在教育引导
全省少先队员在社会实践中触摸中华
文明的历史脉动，观赏表里山河的灿烂
锦绣，体验先辈的创造精神。

活动中，60 名“红领巾讲解员”先

后进行了自选内容和规定内容两个阶
段的比拼。其中，自选内容环节，大同
大学附属小学的郑蕊、平城区 14 校的
曹景羿和陈妙涵、新学道行知学校的王
羽梵围绕云冈石窟、“大同蓝”等内容，
向大家讲述古都大同深厚的文化历史
底蕴，以及大同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变
化。规定内容环节中，4 位少先队员表
达了对山西珍贵文物的理解和感悟，展
现了我市少先队员紧跟时代、砥砺前
行、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我市 4 名少先
队员荣获三等奖，平城区 14 校荣获优
秀组织奖。

本报讯 （记者 田雁） 昨日，记者
从市教育局获悉，我市将于近期开展
2024 年下半年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10 月 14 日至 17 日，各大中专院校（职
业高中）相关专业的在校学生及社会人
员可按“就近就便原则”自愿报名参加
普通话水平测试。

此次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现场审
核、现场缴费”的方式进行，社会参考
人员就近到县区教育局指定报名处报
名，各大中专院校（职业高中）在校生
在本校报名。非首次报名参加测试人
员，须在最近一次测试成绩发布之后，
方可再次报名。报名时，考生需提交
纸质山西省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表、
身份证复印件、报名信息汇总表（电子
版）和电子相片，相关表格可在大同基
础教育网下载。非首次报名参加测试

人员须在最近一次测试成绩发布后，
方可再次报名。

市教育局提醒，测试当天考生须持
二代身份证原件在规定时间报到、采集
信息、核验身份等，临时身份证及其他
证件均不能核验身份并参加考试。迟
到 30 分钟以上者，原则上取消当次测
试资格。测试当天现场采集白底证件
照片，考生须着深色服装。应试人员报
到后听从现场考务安排，进入测试室，
不得携带手机等各类具有无线通信、拍
摄、录音、查询等功能的设备，不得携带
任何参考资料。测试现场发现替考、违
规携带设备、扰乱考场秩序等行为的，
取消考生当次测试资格。公布成绩后
被认定为替考的，取消其当次测试成
绩，已发放的证书予以作废，并记入全
国普通话水平测试违纪人员档案。

广灵县青年党员示范培训班开班

全省“红领巾讲解员”竞演讲述活动落幕

我市 4名少先队员荣获佳绩

普通话水平测试今起报名

（上接第一版） 建立健全了市、县、乡、
村四级防汛抗旱防御体系，重点完善了
10 个县区的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项目
建设，防治区面积达 7810 平方公里，对
全市 121 个自动雨量站、40 个自动水位
站和 9 处监测预警平台加强维修养护，
充分发挥其防洪预警预报作用。

同时，我市持续推进实施水库除险
加固、小水库建设以及中小河流治理、
防洪能力提升、山洪沟道治理等工程，
不断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切实提高防洪
减灾能力；加强抗旱服务组织和水源工
程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浇地面积，尽可
能降低农作物旱灾损失。

建现代水网 谋兴水利民

通 水 系 、建 水 库 、治 河 道 、固 堤
防 ……2023 年 9 月，我市被选定为国家
第一批市级水网先导区以来，全市水利

系统尽锐出战、迅速行动，加紧推进重
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倾力打造市级水
网先导区“大同样本”，全力打通水网

“最后一公里”。
为全面推进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

我市先后印发《大同市现代水网建设规
划（2022-2035 年）》《大同市现代水网先
导区实施方案》，10 个县级现代水网建
设规划同步编制完成，“1+10”水网规划
体系全面建立。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
和水神堂城头会泉域保护及水源置换
工程 2023 年开工建设，天阳盆地地下水
置换工程隧洞即将全线贯通，阳高县守
口堡水库于 2023 年 9 月主体工程完工
并下闸蓄水试运行，浑源县王千庄水库
正在紧张施工……随着一项项重点骨

干水网工程顺利推进，全市水网先导区
建设正在全面提速。

据悉，按照大同市现代水网建设三
年行动方案，拟定 2023-2025 年先行推
进实施 4 大类 59 个项目，计划完成投资
80.27 亿元。截至目前，已实施 48 个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约 28亿元。

（上接第一版） 跟着“悟空”的脚步打卡
游戏中出现的景区景点后，她发现大
同还有很多明代的古建筑值得细细品
味。在鼓楼处游览时，这座明代建筑
的样式和色彩让她感受到美，看着鼓
楼四面悬挂的牌匾，又感受到了文化
的滋养。

和刘小姐一样感到“滋养”的还有

游客张先生，在游览了法华寺、府文庙
等明代建筑后，他在这些景区周边的饭
店品尝了烧麦、刀削面、羊杂、凉粉等，
还购买了老陈醋雪糕、沙棘面包等网红
小食。“这些美味佳肴让我感受到了大
同人的情感和温暖，透过美食了解到当
地的文化，我的‘取经’之旅很完美。”张
先生说道。

跟着“悟空”打卡市区明代古建

治水安民 兴水惠民

治水保安澜，兴水促发展。党的
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市 水 利 发 展 硕 果 累
累：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实现整体性跃
升，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水利
治理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农村饮水
安全问题实现历史性解决……越来
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越来越多的流
域重现生机，人民群众因水而生的获
得感、幸福感也不断增强。当前，我

市紧紧围绕“奋斗两个五年、跨入第
一方阵”总目标和“融入京津冀、打造
桥头堡”重大战略，认真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面落实省
委、市委决策部署，继续强化治水兴
水 使 命 担 当 ，扎 实 做 好 各 项 水 利 工
作，奋力谱写大同水利事业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宋芳 通讯员 马明
清）为满足青年多元化发展需求，进一
步拓宽共青团服务青年阵地，近日，灵丘
团县委举办的首期“青年之家·青年夜
校”在该县文化馆、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县青少年综合服务基地同时开课。

“青年之家·青年夜校”是由该县
团县委指导开办的面向该县青年群体
的免费公益课堂。灵丘团县委以团属
阵地为核心，整合县域文化场馆、师资
力量等各类优质资源，构建点亮青年夜
生活的“15分钟工作生活圈”，旨在为全
县青年提供积极健康的学习交友平台，
提升青年综合文化素养，助力青年人才
持续学习、高效成长、互促进步。

本期“青年之家·青年夜校”共开
设钢琴、古筝、声乐、花艺、八段锦、健
身操、无人机等 13 门课程，吸引近 180
名青年报名参加。

本 报 讯 （记 者 苑捷 通 讯 员 张
选） 近年来，新荣区积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严格落实
中央和省市关于林草工作的决策部署，
全面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以“扩绿、兴
绿、护绿”并举的显著成效，为全域生态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绘就生态文明建设
新图景。据统计，全区现有林草地面积
96.87 万亩，森林覆盖率为 26.06%，绿化
率为 42.52%，是全省 24 个国家级生态
示范县（区）之一。

坚持科学构建，在“扩绿”上务实
笃 行 。“ 十 三 五 ”至 今 ，该 区 共 完 成 国
家级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 4.8 万
亩、省级三北防护林退化林分修复工
程 2.8 万 亩 、省 级 交 通 沿 线 两 侧 荒 山
造 林 工 程 0.6 万 亩 、草 原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0.4 万 亩 。 同 时 ，系 统 提 升 城 乡 绿
化水平，投资 1500 多万元实施了安乐
庄村——大呼高速路连接线、区址道

路绿化工程，对区址道路两旁的树种
进 行 提 质 改 造 ，绿 化 彩 化 82938 平 方
米 ，补 植 国 槐 、海 棠 、金 叶 榆 球 、暴 马
丁 香 等 绿 化 彩 化 树 种 6874 株 ；投 资
3500 万 元 对 南 高 速 出 口 引 线 及 西 环
路道路两旁的树种进行提质改造，绿
化长度 14 公里，绿化面积达 16 万平方
米；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十三
五 ”至 今 完 成 省 级 村 庄 绿 化 13 个 、市
级村庄绿化 12 个，城乡人居生态环境
显著改善。

坚持生态优先，在“兴绿”上精准
施 策 。 新 荣 区 多 措 并 举 推 进 林 下 经
济发展，推动国土绿化和和美乡村深
度 融 合 发 展 ，更 好 助 力 高 质 量 发 展 、
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林菌种
植实现突破，郭家窑乡元营村林下赤
松 茸 示 范 种 植 项 目 基 础 建 设 已 基 本
完 工 ，预 计 秋 季 实 现 营 收 ；古 店 镇 山
底村试种大黄山楂 10 亩，目前长势良

好，成活率在 90%以上；市星荣农牧有
限 公 司 在 东 旺 庄 村 林 下 试 养 殖 鹅
500-1000 只。截至目前，全区林下经
济已有林药、林菌、林畜、林禽等多种
形 式 ，实 现 生 态 效 益 与 经 济 效 益 并
行，林下经济逐渐为乡村振兴发展赋
予新动能。

坚持绿色发展，在“护绿”上久久为
功。该区持续开展全区松材线虫、美国
白蛾及草原有害生物的日常监测工作，
严把森林植物调运检疫关，全区实施种
苗产地检疫 44000 亩，种苗产地检疫率
达 100%。同时，科学开展有害生物防
治，2023 年完成有害生物防治鼠兔害 1
万亩，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普查 4 万
亩；2024 年计划完成有害生物防治鼠兔
害 7500 亩。该区还持续开展草原有害
生物普查工作，确保不发生草原有害生
物入侵。多年来，全区未发生重大林草
有害生物灾害。

灵丘首期“青年之家·
青 年 夜 校 ”开 课

新荣区“三绿”并举绘就国土绿化新图景

又到候鸟迁徙季。连日来，在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一幅大自然的壮美盛宴正在上演，鹈鹕、灰鹤等候鸟带着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从远方而来，在波光粼粼
的河面上映衬出美丽的身影，让人不禁赞叹这一大自然赋予的无尽美好。 同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