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宋芳）“王奶奶，请看
手机摄像头，再眨眨眼……好。”“以前女
儿用手机帮我认证总是通不过，现在你
们上门帮我办理，真是太省心了，也了
却我一件心头大事。”11 月 20 日上午，广
灵县壶泉镇西关社区社保工作人员来
到 辖 区 万 康 佳 苑 小 区 ，为 王 奶 奶 进 行
2024 年度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上门
认证。

为了方便居民，今年以来，大同市广
灵县壶泉镇西关社区为居民提供上门社
保认证服务。养老保险待遇认证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上通过居
民微信群、社区宣传栏等形式发布认证
提醒与流程。考虑到部分老人年纪偏
大、行动不便、智能手机操作不太熟练
等问题，该社区采取线下主动上门服务
的形式，用便携式自助认证机帮助老人
进行实名注册和人脸识别认证，并详细
讲解相关流程和内容，让老年人能够及
时足额领取养老金。这一举措不仅为
居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还彰显了社区
对居民的深切关怀。活动中，社区工作
人员还耐心讲解社保政策，指导居民如
何办理社保手续。

上门办认证
服务暖人心

“雪场啥时候能开板，想滑雪的心已经
达到了顶峰……”进入 11 月雪季，沉寂了
大半年的万龙白登山滑雪场直播间重新
开播，涌入直播间的本地滑雪爱好者们，
最 关 注 的 话 题 莫 过 于 啥 时 候 能“ 开 板 ”。
所谓“开板”，是滑雪圈里的行话，最广为
人知的含义是滑雪板在新雪季的第一次
使用，延伸出来的意思就是新雪季第一次
滑雪；不过对于更专业的滑雪人士来说，

“开板”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在正式滑雪前，
刮 掉 雪 板 上 的 蜡 质 ，刮 蜡 过 程 也 被 称 为

“开板”。
大家也许没有概念，“开板”对于一个

滑雪爱好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山之巅
俯瞰银装素裹，从雪道上俯冲而下，沉浸于
身体的平衡与掌控，和去年的雪友一起邀
约，学习进阶更高的滑雪技巧，对在新雪季
认识新雪友的期待……随着“开板”，独属
于冬天的快乐又回来啦！

“咱们大同雪季时间长、雪质佳、空气
质量优良，开展冰雪运动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条件。”市民李女士是一位有着多年雪
龄的资深滑雪爱好者，她最初接触滑雪，
是因为带孩子去卧龙山滑雪场玩，在孩子
学习滑雪的过程中，自己也产生了兴趣，
之后便跟着孩子一起练习滑雪，从此一发
不可收。李女士告诉记者，大同目前比较
上规模的滑雪场有万龙白登山国际滑雪
场、平城区卧龙山滑雪场，离市中心距离
都不算太远，利用周末时间和家人一起去
滑雪十分方便，而且大同雪季能从 11 月份
延续至来年 3、4 月份，对于本地资深滑雪
爱好者来说，很适合购买季卡作为练活儿

的“根据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根据滑雪爱好者

技术水平，可以分为初学、中阶、高阶，雪场
也会根据不同的技术水平设置相应的雪
道。滑雪票也会设置不同的类型套票，比
如套票按索道和魔毯区分，可以上到不同
高度的雪道，魔毯适合初学者；按含雪具和
自带板区分，是因为随着滑雪爱好者技术
不断进阶，会不再满足于使用雪场的标准
雪具，而自行选购更匹配自身体型、年龄的
雪具；按滑雪时间可分为 2 小时、4 小时、8

小时以及夜场票，方便滑雪爱好者根据自
身情况选购。而季卡是指在整个雪季雪场
营业期间均可使用，按成人和儿童区分，一
般来说，滑雪爱好者在一个雪季内如果能
滑够 10 次基本上就能回本。据雪场工作
人员介绍，近年来，参与滑雪运动的市民游
客呈现逐年递增态势，雪季期间雪场非常
热闹，最高峰日接待游客达 6000 人次，而
且有将近 40%为外地游客。

滑雪运动相对来说，对个人的技术、时
间和资金都有一定的要求，但对于开拓视

野、锻炼勇气和社交都有帮助，因此青少年
和参加工作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年轻人是目
前滑雪运动的主力军。“当你戴好雪镜，踩
上雪板，俯身向下的时候，只有重力才是你
的束缚，在呼啸而过的风声里，你唯独能感
受到的是自己的呼吸和心跳，这是成年人
世界里不可多得的自由……”李女士对记
者说，至于为什么这么上瘾，她只会告诉你
滑一次就知道了。

我市近年来把发展冰雪运动和冰雪
产业作为体旅融合的突破口，连续组织冰
雪运动赛事以及开展冰雪项目推广普及
公益培训，吸引了一大批青少年开始接触
滑雪运动。“我们就是希望通过公益培训，
让 更 多 青 少 年 走 进 大 自 然 ，爱 上 滑 雪 运
动，让滑雪运动成为大同市冬季的一道闪
亮风景线。”去年参与平城区滑雪公益培
训的业内人士王超告诉记者，他们在卧龙
山滑雪场为学员提供了滑雪单板、双板的
基础教学和相关培训指导，在寓教于乐中
让学员们享受到滑雪运动的乐趣。本月
下旬，第六届中国·大同冰雪节将隆重启
幕，届时我市会全面展开各项冰雪赛事及
群众冰雪活动，以丰富多彩的系列冰雪文
化活动拉动体育旅游，进一步促进了滑雪
运动的发展。

大同冰雪资源丰富，越来越多的市民
认识到滑雪运动不仅独属于专业运动员，
目前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我市掀
起新一轮滑雪运动热潮，以此为契机构建
更全面的冰雪产业体系，打造更加优质的
服务体验，让更多人参与并喜爱滑雪运动。

本报记者 张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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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互动立体权威

“冰雪运动热”带火“冷经济”
我市居民消费新现象观察之六

本报讯（记者 刘剑）为进一步提升
农村地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切实强化
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冬季道
路交通事故的发生，20 日下午，左云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深入农村，开展美丽乡
村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着力营造和谐、
畅通、平安的道路交通环境。

活动中，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品、现场宣
讲、答疑解惑等方式，与群众进行“零距离”
交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普及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同时，通过近期农村
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重点分析讲
解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的危害及
造成的严重后果，提醒广大群众将人身安全
放在首位，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规。

此外，该大队在工作中通过“敲门行
动”、宣传阵地建设、精准宣传提示等方
式，不断增强广大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
识，让更多人学习、了解交通安全常识，养
成文明出行的习惯。

本报讯（记 者 纪 元 元）“ 渴 了 能 喝
水，饿了能买饭，车辆出现故障了还可以
简单维修……”近日，大同高速公路管理
有限公司大同南收费站“同馨驿站”和灵
丘收费站“司机之家”两处便民服务驿站
先后投入使用，为广大过往司乘人员尤其
是货车司机提供了一个温馨舒适的“暖心

港湾”。
走进“同馨驿站”，货架上陈列着司乘

日常出行所需的饮用水和各类饮品，以及
当地土特产品、消毒防暑医药箱、车辆应
急维修工具等，可以一站式提供司乘问
询、车辆简单维修、医疗救助等服务；此
外，该驿站还贴心推出早餐服务，为长途

奔波的司机和早起赶路的上班族提供新
鲜热乎、便捷可口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
的一天。灵丘收费站设立的“司机之家”
则配备了饮用水、方便面、火腿肠、鸡蛋、
榨菜等，满足广大司乘赶路途中的简单充
饥，同时，室内还配备充电器，让司乘人员
充电无忧。

本报讯（记者 孙露）近日，平城区
人民检察院以“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为抓
手，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检察
建议方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规范婚姻登
记程序，破解了一桩婚姻登记历史遗留
难题，切实保障了婚姻登记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我们的结婚证是合法领取的，现
在却因为缺少婚姻登记档案不能正常
使用，检察官同志，我们该怎么办？”近
日 ，李 先 生 夫 妇 在 民 政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的指引下来到平城区人民检察院寻求
帮助。

据李先生讲，1994 年，他和妻子在老
家所在的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并领取结婚
证。2001 年和 2005 年，两人先后因结婚
证丢失，在目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进行
过两次申请补办。日前，李先生夫妇因
办理有关事项使用结婚证，却被告知网

络查询系统中并无二人 2005 年补领结
婚证的登记信息。于是他们申请补齐
婚姻登记档案，得到的回复是，其主动
补 充 档 案 无 法 律 依 据 ，建 议 向 检 察 机
关申请监督。

经核查，2005 年，李先生夫妇户籍所
在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为其补办了第
Y 号结婚证，但因工作失误，未曾建立婚
姻登记档案，且补办的第 Y 号结婚证序
号与他人重复，为无效证件。

为切实解决当事人这一愁心事，平
城区人民检察院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
最终就解决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因结婚
证重号问题致使婚姻登记档案无法补
齐，为最大程度减少对李先生夫妇造成
的不便，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第
一时间为李先生夫妇再次补办了结婚
证，并更正了序列号，建立了新的婚姻登
记档案。

雪场进行人工造雪，筹备新雪季 张志忠 摄

大同高速两处“暖心港湾”投入使用

小驿站 大温暖

结婚证序号重复 档案信息缺失

一纸检察建议解婚姻登记困局

交通宣传进农村
守护冬季平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