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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茶 座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及企业规章制度的

规定，我单位决定于 2024 年 10 月 1日起，与职工李文，身份证号码：

1402021970XXXX1032，劳 动 合 同 编 号 ：12140100060；职 工 王 路

桥，身份证号码：2302811990XXXX2116，解除劳动关系，请你们本

人或依法委托他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我单位人力资源部

办理离职手续。

特此公告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忻煤矿山西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16日

大同市慈善安养院（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140200MJ1703241A）因无法

正常运营，经研究决定，终止运营，有相

关未尽事宜，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尽快来

办理。

联系人：紫俊霞

联系电话：15340723327

特此公告

大同市慈善安养院

2024年 10月 16日

注 销 公 告
大同市文物局的建设工程项目，经过核查有下

列公司未对账、未结清款项：

1、山西天舍建筑有限公司；

2、北京中关村开发建筑有限公司。

请以上公司自登报之日起 10 日内与我局联系，

处理未结清款项的工程项目，逾期未来办理的将视为

放弃相关权利。我局将对上述款项作留存处理，移除

台账管理，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对方承担。

联系人:肖宇伟

联系电话：0352-5188908

2024年 10月 16日

声 明

山西省公路局大同分局定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对省

道 203 线 K25+000-K33+000 段（云州区常家堡村至西浮头村）固定桥危旧桥

梁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将对施工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施工单位在作

业期间要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安全防护和明显交通标志，并安排专人指挥。过

往车辆请绕行孙右高速（京大段）、天黎高速（同源段）或自行选择绕行线路通

行。请沿线村镇、单位及村民、居民给予积极支持配合，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特此通告

大同市公安局

2024年 10月 16日

关于省道203线K25+000-K33+000段
危旧桥梁改造的通告

免费送戏下乡惠民工程是省政府
2024 年确定的民生实事之一。10 月 15
日，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2024 年，我市
免费送戏下乡惠民工程全年演出任务
为 900 场，截至 9 月底，演出完成 1109
场，完成率达 123％，目前此项文化惠民
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为进一步实施好免费送戏下乡惠
民工程，今年，市文旅局对全市免费送
戏下乡惠民工程进行了总体部署，并多
次研究落实工作，及时掌握各县（区）的
资金下达情况和演出进展情况。该局
立足工作实际，积极组织谋划，通过创

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加大宣传
力度等多种方式，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优秀文艺作品送到基层一线，
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
质的文化盛宴。

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制
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演出服务制度，以群
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市县两级共
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通
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向基
层免费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服务，
并建立了群众对演出内容及质量的反
馈机制，要求每场演出结束前须随机向

现场群众发放《“免费送戏下乡”演出群
众满意度调查表》，征集群众的意见和
建议，了解群众的需求，选用地方优秀
精品剧目和大同本土特色剧目，使演出
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和观赏
性的统一。

丰富演出形式，突出地方特色。各
县（区）突出地方特色，适当增加了晋
剧、北路梆子、耍孩儿、二人台、秧歌、罗
罗腔、歌舞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免费
送戏下乡的演出形式，也激励各承接院
团创作出了一批接地气、冒热气、扬正
气、有生气的小型文艺作品，带动旅游

经济的发展，扩大惠民演出的覆盖范
围。此外，近年来，我市市直戏曲院团
在完成惠民演出任务的基础上，积极争
取和拓展商业演出，以确保演出市场的
占有份额，从而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双丰收”。

下 一 步 ，该 局 将 扎 实 推 进 免 费 送
戏下乡惠民工程的深入实施，以群众
的文化需求为导向，在扩大演出服务
覆盖面的同时，继续把好演出质量关，
把文化惠民的阳光洒遍千家万户，让广
大群众真正享受到文化惠民带来的幸
福生活。

送戏下乡惠民生 “文化大餐”暖民心
本报记者 张鑫

本报讯 （记者 董芳） 日前，全国
总工会公布了 2024 年度 100 家重点支持
的工匠学院名单，市总工会工匠学院位列
其中。

2024 年 度 全 国 总 工 会 重 点 支 持 的
100 家 工 匠 学 院 ，涵 盖 了 多 个 省 份 和 行
业，旨在通过数智化建设提升工匠人才
培养质量。据了解，成立于 2020 年的市

总工会工匠学院，建有教学楼、宿舍楼、
教师公寓楼、实训车间、校园景观，配有
食堂、多功能报告厅、图书室等，是一所
可以同时容纳 2000 人吃、住、学、训的现
代 化 产 学 研 培 训 学 院 。 采 用“ 总 院 +分
院”的“1+N”办学体系建设，渐进式发展
行业特色分院，先后成立了家政、餐饮、
烘焙、文物修复等分院。目前，该学院的

培训业务涉及企业职工在岗培训、新型
学徒制培训、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取证培训等，培训对象有
企 业 职 工 、退 伍 军 人 、未 就 业 人 员 等 群
体，开设了砌筑工、抹灰工、模板工、维修
电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工种，还可组
织鉴定建筑行业 15 个工种的职业资格等
级证书发放工作。

市总工会工匠学院入选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

汽车车门没有锁好，很有可能导
致车内物品被盗等问题的发生。然
而，事实上总有一些人因一时的马
虎，忘记锁好车门。

前不久，《大同日报》微信公众号
推出报道，对市公安局云冈分局联合
云冈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服务中心
彩虹社工在云冈石窟景区发起“拉车
门”公益活动，为粗心的车主守护财
产安全的新闻进行了报道。其中，仅
在 10 月 5 日这一天，社工就发现 47
辆未上锁的车辆。

每日不定时对景区附近的停车
场、沿路车辆集中区域等地段开展巡
防，重点检查停车不锁门、下车未拔
钥匙等情况。对发现未上锁的车辆，
及时通知车主到现场锁车，并对车主
进行安全提醒，提升车主防盗安全意
识。我市相关部门和组织联手开展
的“拉车门”行动，拉出了城市对来同
游客的关怀，也拉出了来同游客的满

意度，同时，“拉车门”也应当拉出对
车主的告诫与提醒。

我们通过网络搜索不难发现，由
于司机没有锁好车门而导致的车内
财物被盗的案件并不鲜见，这些车主
也在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买单。汽
车，作为家庭的私有财产，拥有者就
应当对它负责，不仅仅是在行驶过程
中要小心、安全驾驶，平常时日中，也
要树立起必要的安全防范意识。要
养成随手锁车门的好习惯，在离开车
辆时也要认真检查车门是否锁好，以
免给“捡漏”者实施不法行为提供条
件。此外，还要注意不要将现金及贵
重物品放在车内，车辆停靠应当尽量
选择在正规的停车场或车库。

“ 拉 车 门 ”公 益 活 动 是 给 予 马
虎 者 最 现 实 的 关 爱 ，但 是 ，避 免 个
人财产的损失，更应当以自己严谨
的 行 为 和 自 身 安 全 意 识 的 提 高 作
为保障。

“拉车门”背后的提醒
孙 权

近年来，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余新镇发起
乡村青创客“青‘村’合
伙人”计划，挖掘辖区青
年“能人巧匠”作为村级
主理人，培养一批懂经
营、善管理、有情怀的新
青年，为乡村发展注入
活 力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目前已发展青“村”合伙
人 50 余人，涵盖现代农
业企业、宠物寄养、民宿
餐饮、露营等多种行业
业态。

图为 10 月 15 日拍
摄的位于嘉兴市南湖区
余新镇长秦村的“渔里
问道”和美乡村示范片
区。该示范片区核心区
涉及余新镇长秦村、金
星村、曹王村、普光村、
永利村和凤桥镇新民村
六个行政村，是一个跨
镇域打造的和美乡村示
范片区。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本报讯 （记者 锦秀） 记者从
文瀛湖风景区管理中心获悉，为了规范
停车，方便自驾房车的来同游客，该中
心将文瀛湖周边最大的停车场——北
停车场作为房车停车场，为自驾房车的
游客提供临时休息区。

随着我市旅游热度提升，不少自驾
房车的游客纷至沓来。一些游客将房
车停在文瀛湖附近几个停车场，使用明
火做饭、树枝上晾晒衣服、空地上搭帐
篷摆桌子，甚至有的游客直接将生活污
水倾倒在绿化带内……这些不文明行

为，不仅损坏花草树木，而且占用了停
车场公共资源，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
患，与风景如画的文瀛湖格格不入。

针对这一情况，文瀛湖风景区管理
中心在请示上级部门后，将文瀛湖周边
最大的北停车场规范为房车停车场。
文瀛湖北停车场最多可同时容纳 100 余
辆小轿车停放，作为房车停车场可同时
容纳 30 余辆房车。为了方便房车游客，
该中心在停车场增添了一些服务设施，
安装了清洗池，免费提供自来水，修建
了渗水井，增设多个垃圾收纳桶，设置 4

块公共卫生间引导牌等。在为房车游
客提供便利服务的同时，该中心也作出
相应规定进行规范管理，已进入停车场
的房车游客不得在公共绿地、停车场等
公共场所进行明火做饭、烧烤聚餐、摆
设桌椅、搭设帐篷、悬挂吊床以及其他
影响环境卫生和消防安全等行为。与
此同时，该中心加强对停车场管理，治
安队员每日上下午和晚上 9 次巡查停车
场，一旦发现房车游客的不规范行为，
及时劝阻、制止；保洁人员每日清理停
车场卫生、垃圾，以保证停车场的环境

整洁。
10 月 14 日，记者在该停车场看到，

整洁的停车场停放着房车以及拖挂式
房车车厢，不锈钢清洗池干净锃亮，垃
圾桶整齐排列……一位外地游客说，本
着错峰出游的理念，他和朋友从河北驾
驶房车而来，找到了这处停车场。大同
能专门为房车游客提供这么干净舒适、
停车方便的地方，又让游客享受用水、
如厕无忧等便捷服务，这处处都透露着
城市文明的细节，也让他们倍感温馨。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文瀛湖房车停
车场的使用，主要是方便房车游客，也
利于他们更好地服务和集中管理。同
时，该停车场不局限于房车停放，如自
驾小轿车的游客有停车需求，也可到此
停车。

方便游客 规范管理

文瀛湖景区有了房车停车场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为了应
对入冬后随时可能到来的降温降雪天
气，保障辖区内的冬季环境卫生，连日
来，市新城环境公司未“雪”绸缪，抢前
抓早，多举措做好入冬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确保冬季环卫作业安全有序。

该公司根据气温条件，合理调度清
洗车作业，对辖区的主干道、背街小巷
进行全覆盖深度大清洗，持续开展落叶
清扫、卫生死角整治等多项行动，为入
冬作业打下干净整洁的基础。积极组
织环卫工人进行安全培训，要求环卫工
人按照作业规范要求实施作业，督促工
人作业时穿戴好保暖衣物、晨间作业佩

戴好安全警示灯，做好个人作业安全防
护保障。同时加强环卫作业车辆驾驶
员安全行车教育，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冬季行车安全。

此外，该公司按照今冬清雪预案组织
驾驶人员进行操作技能和清雪演练，确保
工作人员熟悉各自负责的路段、除雪方式
方法以及多种车辆的配合，同时做好冬季
机械清雪设备的检修维护工作，对铲雪
车、滚刷车、撒布机等除雪设备进行调试
和检修，做好车辆内部的全面保养工作，
确保除雪车辆、设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快
速高效地清除积雪，保证辖区道路整洁畅
通、市民和车辆安全出行。

市新城环境公司提早谋划

全力做好冬季环卫准备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志忠） 10 月
是全国第 15 个敬老月。为进一步弘扬
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10 月
13 日，大同市敬老车队的爱心的哥放
弃营运，载着来自大同新建康医院的老
专家们，陪伴他们畅游浑源。

“特别感谢敬老车队为我们做的这一
切，他们年年重阳节前后带着大家出来登
高散心，让老年人快快乐乐地度过这一
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关爱。”当
天上午，虽然天空下着雨，但挡不住大同
市敬老车队的热情，10名的哥放弃运营，
一大早就赶到新建康医院门口，接上老专
家们前往浑源县。期间，爱心的哥带领老

人们参观了栗毓美墓，游览了浑源县南榆
林乡东水头村等景区，不仅了解了历史文
化，还欣赏了秋日美景，老人们精神矍铄，
拍照留念，非常开心。

大同市敬老车队指导员任钢告诉
记者，带老年人登高活动已经持续了
20 多年，这项活动已成为车队践行尊
老敬老爱心公益事业的一项传统。敬
老车队成立 20 多年以来，队员们始终
不忘初心、信守 70 岁以上老人免费乘
坐的承诺，每年都会放弃一天营运，义
务开展搭载老年人登高活动，弘扬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的优良传统，让老人们
享受晚年幸福生活。

敬老的哥情意浓 载着老人游浑源

“金融活水”送到家 助力秋收迎丰年

近年来，地处祁连山
北麓的甘肃省张掖市肃南
裕固族自治县引导牧民积
极探索“草原放牧+舍饲养
殖+异地借牧”相结合的转
型发展模式，每年10月至
次年4月，肃南县近20万
只牛羊陆续来到几十公里
外的农区秸秆地异地借
牧，祁连山天然草场得以
在冬季休养生息。图为10
月15日，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康乐镇隆丰村的牧民在
驱赶羊群。
新华社记者 张睿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鑫） 金秋时
节，秋收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为扎实助力秋收，连日来，天镇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秉承服务“三农”初心，牢
牢把握秋收的“黄金期”，早谋划、早部
署、早行动，全面整合渠道、平台等资源
优势，用金融之笔绘就美丽乡村丰收图
景。

刘秀是天镇县玉泉镇的粮食收购
大户，从事粮食收购业务近 10 年，深受
当地农户信任。“我主要是向周边地区

的粮食加工企业供应杂粮，但是回款期
将近 1 个月，前段时间又囤了 5 万公斤
玉米，手头的资金更紧张了。”今年的秋
收季，刘秀面临资金周转的困扰。正当
她为粮食收购资金焦虑时，天镇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的客户经理主动上门问
需。在两天之内，一笔 10 万元的信贷资
金迅速到账，解了刘秀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服务“三农”，该
信用合作联社提前部署，组织客户经理
深入田间地头，摸排种植养殖大户、农资
经销商、粮食购销商等群体的金融需求，
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的跟踪服务。面对
秋收资金需求“短、急、快”的特点，他们
采取驻点办公和延时服务等举措，确保
农户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支持。此外，

他们还创新宣传方式，搭建“线上+线下”
宣传矩阵，普及金融知识，如识别假币、
防范电信诈骗，提升农民的金融素养，保
护他们的“钱袋子”。天镇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的工作不仅解了农户的燃眉之
急，更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让“金融活水”在广袤的田野上
洒下希望，助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