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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双红） 21 日，市总工会
工匠学院电力分院在大同电力高级技工学
校挂牌，这是市总工会在工匠学院建设布
局中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其打造的第五
家工匠学院分院。

据了解，自 2018 年起，市总工会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整合社会资源，创新推进工
会职业培训与技能实训基地建设。2020
年 7 月，与大同泰瑞集团携手创立市总工
会工匠学院，探索民办“工”助新模式，精准
对接企业与职工需求。此后，市总工会持
续挖掘社会资源，联合毅源职业培训学校、
天镇县阳光职业培训学校、市啤斯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云冈研究院等单位，先后成立
了餐饮服务分院、家政服务分院、烘焙技术
分院、文物保护修复分院等。

据介绍，该电力分院的成立，是市总工
会积极响应构建“工匠学院＋实训基地＋
线上培训＋技能竞赛＋工匠选树”五位一
体职工职业技能提升工作体系的关键举
措。学院将致力于传播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与工匠精神，成为提升电力行业职工综
合素质与技能培训的示范标杆，为打造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电力职工队伍提供有
力支撑，推动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迈向
新高度。

本报讯（记者 郑苗苗）围绕热点、难
点、痛点，研讨分享新思路、新实践，总结
推广新成果、新经验……11 月 21 日，第六
届中小机场与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在我市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部门、企业负责
人及科研院所、高校、社会组织专家学者
等云集古都大同，以“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
安全”为主题，共享实践经验、探索发展路
径，共同推进中小机场高质量发展，更好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中 小 机 场 与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论 坛 自
2017 年创办以来，始终坚持聚焦民航与区
域经济融合互动，积极为中小机场建设发
展鼓与呼、思与行，致力于搭建开放、务

实、共享的交流、传播、合作平台，为民航
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
量。近年来，我市坚持把航空产业发展作
为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转型的重要抓
手，积极探索中小机场与区域经济融合发
展的新路径，启动云冈国际机场三期改扩
建工程，优化完善国际国内航线网络，推
动航空口岸正式开放，大同机场运输规模
和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有效增强了大同的
要素吸引力、产业集聚力和区域带动力，
成为对外交流的空中桥梁、产业集聚的强
劲引擎和城市发展的靓丽名片。特别是
投资建成通航产业园区，引进落地制造项
目，基本形成覆盖飞行服务、装备制造、职

业培训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抢先发展
低空经济打下坚实基础。本届论坛由中
国民用航空宣传教育中心、中国民航报社
有限公司、大同市政府、山西航空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必将为我市通用航
空与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搭建更为广阔
的平台，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论坛期间，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
董志毅作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 大力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
济”的专题演讲。在主旨发言阶段，众多
行业大咖围绕中小机场规划建设、安全运
行管理、空管保障、智慧应用、绿色低碳、
服务创新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

本报讯（记者 辛雅君）进入冬季，平
城区城市管理局供热专班秉承“心系民
众 温暖先行”的服务宗旨，全面启动了
2024-2025 供暖季的保障协调工作，确保
居民温暖过冬。

据了解，平城区的热源单位包括山西
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电
力有限公司大同第二发电厂以及内蒙古
京隆电厂，为平城区 926 个小区提供集中
供热服务，涉及的热力站点共计 563 座，服

务覆盖 66.12万户居民。
供热专班充分利用“五级联动”管理

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全力保障供热系统
顺畅运行。截至目前，已与京能大同热力
沟通，为 2 个棚改项目小区提前入网供热；
与“五级联动”成员单位协调，为 4 个保交
楼项目顺利通暖；处理居民诉求 50 余件。
同时，高度关注 377 个老旧小区和重点人
群的供热需求，深入排查存在的问题，积
极协调解决居民关切问题。

本报讯（记者 丁亚琴）21 日，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与市中心血站联合开展“热血
传 递 警 心 为 民 ”无 偿 献 血 活 动 ，众 多 民
警、辅警纷纷挽袖献血，展现了我市公安交
警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当天共有 63 人
献血成功，献血总量 18000 毫升。

上午 8 时 30 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
会议室里暖意融融，前来献血的队伍中，既
有血气方刚的“警队硬汉”，也有不让须眉
的“铿锵玫瑰”。大家在医护人员的指导
下，依次填写无偿献血登记表，进行血样和
身体检查后进行献血。“无偿献血不仅奉献
的是一份爱心，更是人民警察应尽的责任
和义务。”民警张志伟表示。

本报讯（记者 高雅敏）游黄花公园，
品黄花饼、黄花雪糕、黄花酒……今年以
来，我市“小黄花·大产业”生态观光游引
来众多国内外游客“打卡”，再次带火大同
黄花。大同黄花快速发展成为我市一大
主导产业，这其中离不开地理标志的有力
加持。

近年来，为把“大同黄花”这一特色品
牌维护好、运用好，市委、市政府通过把黄
花产业纳入全市经济发展规划等举措，不
断加强顶层设计，瞄准“大同黄花”品牌的
社会价值、产业价值、经济价值，强化“区域

化布局、规模化扩张、产业化运作、标准化
生产、品牌化营销”发展路径，并坚持组织
协调到位、项目推进到位、指导服务到位、
宣传推广到位、跟踪督导到位“五步工作
法”，出台多项扶持推进政策和措施，全力
提升产品品质，助力品牌升级运用。

“大同黄花”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
目得到了市区两级财政、农业、科技、交通
运输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
尤其是我市充分利用金融等手段解决相关
主体资金不足的问题，推广实施自然灾害
保险和目标价格保险以及“黄花贷”和贴息

贷款扶持，为黄花产业发展注入了“源头活
水”，进一步激发了农户种植积极性，带动
了农户由过去不想种到如今争着种。

作为落实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
的企业之一，大同三利集团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对“地标兴农”的积极作用颇为肯
定。他说，在地理标志的助力下，目前，云
州区黄花种植面积达 17 万亩，形成 1 个两
万亩片区、8 个万亩片区和 109 个专业村，
年产值达 13.42 亿元，带动全区农民人均年
增收 5000 元，同时辐射带动周边多个县种
植黄花。

“自‘大同黄花’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 年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以来，
我市以推动工程项目落实为抓手，以做大
做强黄花产业为目的，深入推动‘大同黄
花’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各项工作
措施落实到位，使大同黄花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说，截至去年底，全市黄花种
植面积稳定在 27 万亩左右，产业集群基本
建成，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到 40 亿元。今
年，大同“开展黄花产业信息服务”入选国
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十佳案例”。

11月 20日，山西沃林现代农业高新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蓝莓苗枝。
近年来，阳高县立足县情、着眼长远，聚焦农业赛道，大力发展现代智慧

农业园。山西沃林现代农业高新产业园是阳高县与青岛沃林蓝莓果业有限
公司联合建设的北方地区最大的单体基质蓝莓种植示范园区项目。项目分
三期建设完成，目前，园区一期已建成 50 栋，种植面积 160 亩，定植蓝莓苗 9.2
万株，明年 1月首批蓝莓即可采摘。 本报记者 张燕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眼下已进入
一年一度的秋粮收购期，为了保护种粮
农民利益、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我市
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开展粮食收购。这是
记者 21日从市发改委获悉的。

按照市场化理念，我市引导粮食加
工、购销、储备等各类企业积极入市，加
强收购统筹组织，做好仓容准备、资金
筹措、运力协调、人员培训等，做到“有
人 收 粮 、有 钱 收 粮 、有 仓 收 粮 、有 车 运
粮”，推动形成主体多元、购销踊跃、流
通顺畅的粮食市场良好局面。并组织
企业参加中国粮食交易大会等粮食产
销洽谈活动，积极推动签约项目和意向
订单落实落地，推动区域间粮食高效顺
畅通道。同时，足额落实政策性收购资
金，建立健全以出资、补助、贴息等方式
粮食市场化融资支持体制，指导粮食企
业加强与铁路、公路运输企业的运输需
求对接。

为了优化服务，我市相关部门指导
企业落实好收购企业备案相关要求，优
化流程，做到应备尽备。督促收购库点
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购粮食品种、质量标
准和价格，落实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
品上台、做好装卸指引、过磅称重、质量
检验、账款清算等，督促粮食收储企业
早开门、晚收秤，根据需要适当延长收
购时间。加大预约收购、上门服务等推
广应用力度，让售粮农民少跑腿、少排
队、快售粮，及时提供清理、干燥、收储
等服务，帮助农民减损增收。指导收储
企业改善仓储设施条件，因地制宜推广
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提高仓储
管理规范化水平，促进绿色优储、减损
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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