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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雪松）连日来，我市
体育部门积极筹划，将于 11 月下旬开展第
六届中国·大同冰雪节系列活动，以充满
动感活力的冰雪运动助力大同文旅“淡季
不淡”。

近年来，我市把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
产业作为体旅融合的突破口，采取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在全市
建成了符合国家、省、市比赛以及群众娱乐
的 10 个冰雪运动场所，总面积达 102.1 万
平方米。去年，全市冰雪产业共接待游客
53.08万人。

据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四
季分明、冬季漫长，雪质优良，每年有效滑
雪期平均可达 120 天，特别适宜开展冰雪
运动。在多届中国·大同冰雪节期间，我市
承办了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冰壶锦标赛，
大众滑冰滑雪公开赛、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滑冰滑雪联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大同优良
的冰雪运动环境和优秀的赛事组织服务工
作，备受全国各地冰雪爱好者的好评，央视
等各大媒体和省市各级媒体对中国·大同
冰雪节做了全方位的报道。

据介绍，今年中国·大同冰雪节系列活
动相较往年更加丰富多彩，并特别针对北
京高校学子推出系列优惠活动，致力把体
育赛事的“流量”变成宣传大同和拉动旅游
的“增量”。

本报哈尔滨消息（记者 郝雨）11 月
12 日至 13 日，“人到山西好风光”人才宣
介哈尔滨专场活动在这座冰雪之城盛大
举行。活动期间，我市赴哈尔滨工业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大学 3 所高
校进行人才招聘。

活动现场，在人才引进双选会大同市
展位前，前来咨询的学生接连不断。“我是

学机械专业的，有对口岗位吗？”“博士研
究生来大同就业，有什么人才优惠？”学生
们对专业与岗位匹配度、人才政策和职业
发展空间十分关注。工作人员仔细询问
学生专业和就业想法，为他们推荐合适岗
位。本次活动我市共组织市属高校、重点
企业等 73 家用人单位参加，提供 826 个招
聘岗位，计划引进高素质人才 930 名，符

合条件的人才可享受市级人才安家费、人
才补贴、住房补贴等。

除了优质岗位和诱人人才政策，大同
特色文创也很“亮眼”。活动现场，美食手
绘地图、全域旅游手绘地图等文创产品吸
引了众多学生围观。学生们纷纷表示，大
同文化丰富、美食诱人、人才政策好，希望
有机会能到大同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双红）为落实好治理
欠薪冬季行动的部署，保障广大劳动者
按时足额取得劳动报酬，近日，市总工会
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全市各用人单位
发布防止欠薪提示函。

提示函提醒各用人单位，应自觉履
行工资支付义务，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
等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给劳动者，不
能以实物或有价证券替代，不得克扣或
无故拖欠。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需
提前支付，不能顺延；依法建立和完善劳
动规章制度，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实行用

工实名制管理，书面约定工资支付标准、
支付时间、支付方式等内容，确保劳动者
工资支付的透明化和规范化；落实最低
工资保障制度，向劳动者支付不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工程建设
单位应当按规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拨
付周期不超过 1 个月，施工合同要求履
约担保的，工程建设单位应提供工程款
支付担保。

同时，各用人单位应主动接受、配合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

主管部门、工会等部门的监管和监督，开
展自查自纠，及时整改欠薪隐患。发生
工资争议时，用人单位应积极与劳动者
协商解决。对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
法规的，劳动者可通过拨打“12351”职工
服务热线反映。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记者昨日从
人行大同市分行获悉，今年最后一批储蓄
国债于近日发行，我市 12家银行承销。

据了解，今年第九期和第十期储蓄国
债（电子式）于 11 月 10 日开始发行，19 日
结束，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
九期国债期限 3 年，票面年利率 1.93%；第
十期国债期限 5 年，票面年利率 2%。两期

国债发行期从 11 月 10 日起息，按年付息，
每年 11 月 10 日支付利息。其中，第九期
国债于 2027 年 11 月 10 日偿还本金并支付
最后一年利息，第十期国债于 2029 年 11
月 10 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两期国债发行期内不得提前兑取，发行期
结束后可提前兑取。

这两期国债均为电子式储蓄国债，

市民可前往我市 12 家储蓄国债承销机构
网点柜面购买，也可通过部分银行机构
的 网 上 银 行 、手 机 银 行 渠 道 线 上 购 买 。
这 12 家储蓄国债承销机构分别为是：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光
大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
晋商银行。

“菜品新鲜，价格实惠，线上买菜既方
便又省时。”11 月 13 日中午，小雨淅沥，家
住柳航里小区的郝淑琴拿着一兜外卖员送
来的蔬菜高兴地说。

今年 69 岁的郝淑琴说，以前每天上午
的主要任务就是去逛红旗集贸市场，自从
女儿教会她用手机下单后，感觉买菜方便
多了。虽然小区楼下的生鲜超市离家不
远，但她现在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出去转
悠，顺便到生鲜超市买菜。

生鲜主要涉及水果、蔬菜、肉禽蛋、水
产品以及粮油副食等品类，涵盖收购、加
工、储存、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环节，连接生
产和消费，贯通供需，关系居民的“钱袋子”
和“菜篮子”。

如今，家门口的“菜篮子”社区生鲜门
店越来越多，作为社区消费服务的组成部
分，让社区居民方便快捷地买到生鲜，是提
升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

在平城区友谊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就有 4 家社区生鲜店，每家人气都
很旺。“大家图的就是方便，在家门口就能
买 齐 新 鲜 的 水 果 和 菜 品 ，关 键 价 格 还 实
惠。”家住碧水云天博雅府的王彩霞说，随
着城市居民追求更高品质生活，消费者对
生鲜产品的新鲜度、安全性、便利性有了更
高要求。

为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

设，我市各级商务部门积极推进家门口一
站式“菜篮子”项目建设，支持菜市场（菜
店）标准化、智慧化改造，加速培育生鲜超
市、社区菜店等，拓展服务业态，提升环境、
卫生和质量，促进放心消费、惠民消费。

与此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移动
支付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消费者开始尝
试线上购买生活必需品，使传统菜铺、农贸

市场销售模式变得更加多元，线上线下一体
化已成为当下生鲜市场发展的趋势。

记者走访了解到，我市一些商贸企业
也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互联网+”在生鲜
领域的融合和应用，拉动经济转型升级。
作为一家集农产品生产、检测、冷储、净菜
加工、中央厨房、同城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性
生鲜电商公司，大同市顺为城配商贸有限

公司旗下“美菜商城”“领鲜食配”，通过技
术提升开辟了独立的线上商城，满足了消
费者、生鲜店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等
不同客户的生鲜采购配送需求。

据“美菜商城”大同仓负责人黄超介
绍，生鲜电商的涌现及快速发展，不仅缩短
了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了商户供应链成
本，减少了供应链人力，还能全流程精细化
管控菜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每处细节。消费
者可通过手机扫描产品上的溯源码，了解
菜品从种植、加工到销售、配送的全过程，
使食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真正让市民买
得放心、吃得舒心。

“线上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操作方法
特别简单，购菜省时、省力、省心，还能买到
包装好的平价菜、净菜、细菜。”市民王彩霞
说，她常用的买菜应用小程序有多多买菜、
美团优选、大润发优鲜等。

小小“菜篮子”，装着大民生。业内人
士分析，通过数字化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经
营，在高效满足群众“菜篮子”“米袋子”需
求的同时，也增加了商户收入，赋能民生
实体，引领着消费新风尚。线上线下融合
模式逐步塑造生鲜零售新格局，将呈现品
牌化、品质化、个性化发展趋势，助推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群众“圈”出幸
福温度。

本报记者 白雪松 孙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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