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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莉英） 近日，中国气
象局关于 2022 年避暑旅游目的地评价结
果公示出炉，全国有 37 个地区（景区）“避
暑旅游目的地”上榜，山西有 4 处入选，浑
源县恒山风景名胜区榜上有名。

浑源县气候条件舒适，恒山风景名胜
区四季分明，早晚平均温差大，夏季清凉惬
意。景区亲山、亲水、亲林、亲绿、亲氧，宜
游、宜憩、宜攀、宜赏，尤其适合避暑休闲、
保健养生。近年来，恒山风景名胜区依托浑
源县丰富的旅游资源，形成了以北岳恒山
为支撑，浑源古城为映衬，神溪村、东葫芦
头村、二岭村、上达枝村、凌云口村等秀美
乡村为点缀，以全长 80 公里的恒山天路
为串联，集文、旅、康、养于一体的全景浑
源大旅游格局。

据了解，“避暑旅游目的地”是国家气
候标志品牌，是衡量一个地区避暑旅游气
候、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和权威认定。创建

“避暑旅游目的地”有利于整合区域生态资
源，为公众旅游、度假及康养提供更为精准
的向导，把气候、生态资源转化为现实、稳
定的客流量，把宝贵的“凉”资源变成优质
的“热”产业。

本报讯 （记者 王春艳）一副副春
联汇注着新春喜悦，一对对“福”字满载
着新春祝福，一张张剪纸烘托着新春氛
围……春节临近，我市以及各区县纷纷
开展写春联、送祝福的文化惠民活动。

13 日上午，市书协组织 11 位书法
家在平城区文瀛湖街道华北星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开展“新年送春联，书法进
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大家把新春的祝
福汇注笔端，凝神聚力、挥毫泼墨，现场
为 社 区 居 民 书 写 了 500 多 副 春 联 和

“福”字，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当日，在平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
展了“迎春纳福 情满古都”平城区为古
城商户写、送春联主题活动，10 余位书

法家笔走龙蛇、倾情创作，将 300 余副
春联和“福”字送到商户手中。

近日，云冈区开展了“迎新春 送祝
福”文化进万家系列活动，包括“写春
联 送祝福”文化活动、首届“巧手绘福卡、
创意贺新春”文化走基层活动以及首届

“窗花添年味 民俗迎新年”民俗文化走
基层活动等，通过现场书写春联、绘制福
卡，组织能人艺人进行现场剪纸展示，把
新春祝福、吉祥安康送进千家万户。

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弘扬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营造了欢乐祥和的
新春文化氛围，对于引导和鼓励广大群
众植根传统、尊崇经典，丰富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记者 何嫱） 13 日，市直
机关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 20 多名队员
走 进 云 州 区 坊 城 新 村 ，弘 扬 古 都 文
化，丰富群众生活，开展了以“迎新春
送祝福”为主题的义写春联志愿服务
活动。

活动现场翰墨飘香、红纸翻飞，字
里行间充满了美好的节日祝福和对新

春的期待与憧憬。大家写得最多的是
“脱贫不忘共产党，搬迁永远感党恩”，
真切地表达出困难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的喜悦和感恩之情。志愿者们用笔墨书
写祝福，用真情传递吉祥，将一副副喜
庆吉祥、散发墨香的春联送到村民手
中，将一串串好寓意、好兆头的新春祝
福送到村民家里。

本报讯（记者 张鑫） 近日，灵丘县总
工会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服务季”
慰问活动。

1 月 4 日，在灵丘县货车司机行业联合
工会门前，县总工会工作人员对货车司机、
外卖员、快递员进行慰问，为他们送去棉马
甲、防疫包等保暖及防疫用品，共发放价值
8万元的慰问品 1000 多份。

走访中，县总工会工作人员详细了解
“两新”企业的经营现状及职工福利待遇情
况，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为保障民生
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嘱咐大家在工作中
要注意疫情防护，做好防寒保暖，确保安全
出行。要求基层工会多倾听职工声音，多渠
道解决职工“急难愁盼”，当好职工的“娘家
人”，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正感受到
工会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孙露）为进一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 月 11 日，市检察院组织党员干部赴结对
帮扶村——灵丘县石家田乡焦庄村开展
节前慰问活动，为村民们送去慰问品和新
春祝福。

走访慰问中，市检察院党员干部对焦
庄村产业发展、村民增收、外出务工、技能
培训、疫情防控及“三保障”落实情况进行
详细了解，对全村实施乡村振兴提出工作
建议，并分别为焦庄村及周边下北罗村、存
孝社区 237 户困难村民发放了白面、大米、
疫情防护用品及慰问金。

随后，党员干部分组入户，与村民拉家
常、问冷暖，了解家庭情况、健康状况、经济
来源和生活开支等情况，听取他们对生产
生活方面的打算和诉求，鼓励他们增强信
心，过好日子。

“谢谢检察机关的关心，每年这个时候
会把冬日的温暖送到我们心坎儿上。”领到
慰问品的残疾老党员张龙激动地说。其他
困难村民也纷纷表示，感谢党和国家的好
政策，一定会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续加力。

本报讯（记者 丁亚琴）近日，首届全
国大学生大数据分析技术技能大赛总决赛
落幕，大同大学 8 名选手全部获奖，包括一
等奖 4项、二等奖 4项。

全国大学生大数据分析技术技能大
赛，是一场面向普通本科和高职在校学生
的全国性赛事。总决赛将深度还原的实际
应用场景作为赛题，旨在提升参赛选手的
数据素养和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计算思维、创新意识
和科学素养，提升就业竞争力。

近年来，大同大学高度重视学生专业竞
赛竞争力及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的培养，组织
学生参与各类学科竞赛及学术实践活动，通
过搭建培养、训练平台，组织赛前集训等方
式，形成“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长效机制。

腊月二十三，是我国传统“小年”。过
了腊月二十，我市大街小巷麻糖的叫卖声
就多了起来，一个麻糖团进嘴，满满都是
甜甜的年味。但很多人不知道，我市市场
上的麻糖大都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
——天镇县马家皂镇兴隆堡村。

兴隆堡村是晋北地区为数不多按照
传统工艺制作麻糖的村子，被称为“麻糖
专业村”。探访兴隆堡，从外看十分静谧，
走进村里的糖房，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兴隆堡不大，全村 200 来户人家，
竟有八九家麻糖作坊，他们沿用传统制
作 方 法 ，做 出 的 麻 糖 香 脆 可 口 ，制 作 出
来的麻糖团、麻糖棍、麻糖板、豆面麻糖

等 产 品 不 仅 销 往 周 边 县 市 ，还 远 销 河
北、内蒙古。

1 月 13 日 一 大 早 ，兴 隆 堡 村 张 爱 军
家的作坊里就升起了热腾腾的蒸气，直
径 1 米多的大锅里满满都是黍米。开始拉
糖了，张爱军把门关好，将冷却后的棕红
色糖糕挂到一个特制的木桩上，打了几圈
麻花后匀速后拉，拉到一定长度折回去再
套在木桩上继续拉，反复多次，糖的颜色
由棕红色变为金黄色直至白色，然后把拉
好的糖团放在案板上，再制成麻糖团、麻
糖棍、麻糖板。

“熬糖、拉糖需要在高温下进行，而做
出来的麻糖要低温保存，整个麻糖制作工
序用时将近 20 个小时。”48 岁的张爱军告
诉记者。

每年从立冬开始到腊月二十三，张爱
军两口子每天凌晨 4 时左右就开始忙活，
首先要给前夜发酵的黍米再次加水加温，
2 小时后流出糖水。“糖水过滤后倒入锅
里进行熬制，这是最费时的，熬制到能挑
起落片时，就要不间断搅动一个多小时，
不然容易糊。”张爱军一边制作，一边向记

者传授经验。
“冬闲时，我和妻子就在家从事麻糖生

产，这样每年能增收 1万多元，既能给两个
孩子挣点儿学费和生活费，也能让大家感

受些年味。”张爱军说，他会一直这么干下
去，还想把麻糖产业做大，带动更多乡亲共
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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