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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省
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明确指出，“要展现勇于拼搏争
先的奋进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久
久为功，推动山西发展不断进入新境界、开辟新
天地，决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厚爱和
嘱托，决不辜负山西人民的信赖和期盼”。全省
上下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抓调研、摸实情，勤学
习、强本领，推动思想、能力、作风全面进步，要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关爱，化作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的实际行动，扑下身子干、挺起脊梁扛，加快突围
突破、勇于拼搏争先，不断开辟山西工作新境界。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谋事
之基、成事之道。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贯彻落实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及省委十二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做
好调查研究，深入一线、掌握情况，真正摸透省情，
切实把问题吃准，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
效，确保提出的政策措施符合中央要求，符合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符合全省人民的根本利
益。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泛汲取
各方智慧和基层一线的新鲜经验，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更好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脚踏实
地、实事求是，坚持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
远、惠民生的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冲锋在前、敢于攻坚，担当作为、苦干实干，确保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山西落地落实。

抓落实来不得花拳绣腿，要以求真务实的态
度谋实招求实效。要围绕破解山西发展面临的

“双重压力”“双重难题”“双重挑战”，围绕太忻一
体化经济区建设、服务业提质增效、碳达峰碳中和
等重点工作，各地要把握正确方向，强化系统思
维，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历史和现实、物质和文
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等因素，充分考虑自
身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
文环境、短板风险，找准自身服务和融入全省大局
的切入点着力点，更好地在结合、转化上做文章，
谋就要往实里谋，干就要往实处干，确保每项工作
都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实干就是能力，落实就是水平。狠抓落实，必
须锤炼过硬本领。要培养专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管一行精一行，加强
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升专业本领和专业能
力，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
断拓宽眼界和视野，有针对性地弥补知识弱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重
点要学会“算账”，学会“弹钢琴”，善于运用市场化的理念、思路、办法推
动改革发展，把自身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自身发展潜力充分挖掘
出来，不断提升领导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要有效提振精神状态，进一步建立健全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
神境界，把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作为奋斗目标和执着信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任接着一任干，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进
一步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开创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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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年味浓。在这个春节
假期，省内外游客追随领袖足迹，来
到平遥古城，感受“平遥中国年”家
的味道、年的盛宴、历史的传承。而
到古城南大街平遥东湖老醋坊排队

“吃醋”，也成为古城平遥春节期间
的一道靓丽风景。山西老陈醋也因
此在虎年春节大放异彩。

1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我省考察调研时，来到平遥古城，
走进东湖老醋坊，了解山西老陈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特色经
营情况，并购买了饺子醋等年货，还
参与了陈醋发酵打耙。

回想起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交流，
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俊陆信心满满地说：“我们之前单纯
酿醋，企业一度出现困境，现在挖掘
老陈醋文化，做大了企业。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我们开展特色经营、做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者。我们要走文化
品牌路线，更好开拓市场。”

东湖老陈醋，是山西人情有独
钟的一个老字号、老品牌。数百年
来，它默默陪伴着老百姓的生活，历
经时代变迁和市场竞争考验而留存
至今。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湖老陈
醋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
体，镌刻着几代人的独特记忆。走
进位于山西综改示范区晋中开发区
的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
湖老西醋博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
到山西醋文化的深厚底蕴。

● 品 质 ●
坚守数百年的独特技艺

一块招牌，就是一段传奇。细数
每一家传承至今的老字号，大都是经
历数百年“大浪淘沙”留下的珍品。

作为一项传统工艺，酿醋在山
西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东湖牌老陈
醋是山西老陈醋历史文化的继承者
和典型代表，其传承的是始创于

1368 年的“美和居”的衣钵。当年，
“美和居”在全国首创熏蒸法酿醋，
在传统工艺上增加了熏制和陈酿两
道工艺。通过熏、酵、蒸、淋、晒 5 道
工序，酿出了具有绵、酸、香、甜、咸 5
种特性的陈醋。这种酿造工艺也一
直保留至今。

据郭俊陆介绍，山西老陈醋发
源清徐县。当时清徐县东湖之畔，
聚集着上百家酿醋作坊。相传，
1368 年，清源县“美和居”醋坊发明
了熏蒸法，使自己酿出的醋呈酱红
色，香味久聚不散。之后，“美和居”
工匠入王府贡侍，其后又传于宫中，
山西老陈醋被列为贡品。

1956 年，陈醋老字号“美和居”
联合“福源长”“聚庆成”等 21家制醋
坊，组成了清徐曲醋厂，并根据酿醋
水源地东湖，注册了东湖牌商标，使
用至今。

东湖牌老陈醋是山西老陈醋历
史文化的继承者和典型代表，其酿
造过程尊重传统，真材实料，自然发
酵，“东湖”手工老陈醋体态清亮、色
泽黑紫，以绵、酸、香、甜、鲜,代表了
山西老陈醋的水准。

如果说诚信是立企之本，那么
百年如一的品质，是老字号的强企
之基。谈起产品和工艺，山西老陈
醋集团每一名员工无不一脸自信和
自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老字号
传统技艺的肯定，也蕴含着对老字
号品质技艺传承的紧迫性。

● 创 新 ●
企业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

“老字号”能够老而不衰，创新
是动力、是能力、是实现路径。“老字
号”的魅力在于“老”，价值也在于

“老”，但不是“墨守成规”。
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山西老

陈醋传承人带领着企业员工经过企
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巨大发展

变化，接受着市场竞争的逐步洗礼，
不断开拓创新，产量和品种逐年增
加，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
爱。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得到进一
步发扬光大，“东湖”“美和居”声誉
逐年提高，成为山西发展名牌商标
战略的主力商标品牌之一。

为适应市场发展，公司投资数
千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建起了具有
国内领先水平的系列醋包装车间、
GMP 保健醋生产车间、传统老陈醋
工艺酿造车间等生产和包装车间。

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
创新发展、推陈出新，山西老陈醋集
团在完整保留山西老陈醋酿制技艺
和保持正宗山西老陈醋风味的同
时，进一步挖掘山西老陈醋的保健
养生功效，从单一生产山西老陈醋
发展到如今生产保健醋、醋饮品、老
醋小食品、醋美容产品等系列共计
200余款产品，使山西老陈醋这一山
西传统工艺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弘
扬晋醋文化的重点企业。

目前，“东湖”系列产品畅销全
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并出口至美
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
亚、马来西亚、荷兰等国家，出口比
例全省第一。东湖老陈醋经严格检
验后被指定为国家体育局训练局国
家运动员专用食醋，同时作为中国
谷醋的唯一代表亮相上海世博会。

● 升 级 ●
打造新业态让“老树开新花”

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不仅要
有好产品，还要有优质文化内容，并
能创新营销形式。

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以
“做精老陈醋、做强保健醋、做大醋文
章”为战略目标，在坚守传统原料配
方，传统非遗工艺的同时，以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
为指引，以落实省委、省政府农产品

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发展意见为
指导，利用山西小杂粮产地优势，通
过项目建设，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利
益联结机制，共同促进山西杂粮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以做精传统老陈
醋为基础，深挖老陈醋保健养生功
效，将老陈醋与元宵、月饼等传统食
品结合，并将老陈醋融入开发现代
休闲食品、美容产品，以及醋泡黑
豆、生姜等中医药防病产品，同时结
合山西餐饮特色，打造“山西醋宴”
带动山西餐饮业及杂粮种植业的发
展，最终实现“醋让生活更美好”的
良好愿景。

位于综改区晋中开发区的东湖
老西醋博园，是东湖醋业传播醋文
化，向工业旅游拓展的重要业务板
块，于 2013年开业，是集动态展示传
统与现代老陈醋生产工艺流程和老
陈醋历史文化内涵的博物馆。走进
园区，既酸又香的老陈醋气味扑面而
来。进入古色古香的美和居醋坊，更
是犹如回到了500年前的老陈醋作坊
中，老醋芳香令人扑鼻沁心，醋味十
足使人难以忘怀。作坊内蒸、酵、熏、
淋、晒的老陈醋制作工艺和步骤一览
无余，游客可参与部分制作过程或者
尽兴品尝老陈醋绵、酸、香、甜、鲜之
感。游客在这里尽观醋文化的同时，
亲身体验“中国酿醋第一坊，工业旅
游第一园”的魅力。

东湖老西醋博园作为一个新的
旅游亮点正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
凭借着晋醋文化的悠久历史，“东
湖”品牌的魅力及便利的交通，东湖
老西醋博园已成为晋商特色文化旅
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郭俊陆说：“我们将不忘初心，
守正创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用工匠精神打造好、维护好、
传承好百年老字号品牌，同时不断
发扬光大，让老陈醋飘新香，让老字
号历久弥新、永葆活力。”

东湖醋业 ——

坚守品质做强品牌 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王文安

本报讯 （记者李文娟 通讯员
张春燕 袁荣）“研究中心的成立，
能更好地在保护与发展的前提下，
增强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探索和对人
才的培养，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促进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
古城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
利用等各项文化事业发展。”阮仪
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落
地平遥古城后，同济大学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这
样表示。

深入贯彻落实省校、市校合作战
略部署以来，平遥县创新思路、创优
机制，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
同济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院
所）开展深层次交流合作，多领域搭
建人才、项目、产业等合作新平台，为
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人才和智力支撑。近日，同济大学
和平遥县再续前缘，依托阮仪三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共建智库

合作基地，再度深化合作，进一步继
承和发扬老一代专家学者前瞻的学
术思想和发展理念，保护、利用、传承
好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

据了解，阮仪三文化遗产保护与
传承研究中心（平遥）按照世界遗产
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标准建设，旨在
通过平遥与同济大学之间的深度合
作，加强学术研究，开展平遥世界遗
产城市的保护与发展状况评估，创
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长效机
制。合作基地搭建后，能够发挥世
界遗产、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公益教
育的社会职能，为平遥“一城两寺”
提供决策咨询、技术服务。与此同
时，古城也以其独特、丰富而又完整
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同济大学探索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提供了生动范
本，使平遥成为了同济大学重要的
教育科研实践基地。

阮仪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
究中心（平遥）的成立也是平遥全县
推动县校深化合作的实践缩影。全
面深化省校合作、市校合作以来，平
遥县大力推动县校人才培养、人才
引进、人才使用等方面战略合作，
以建设一批县校合作示范点，集聚
一批高层次人才，打造一批创新平
台，落地一批产业项目的“四个一
批”为目标，共建高校优质生源基
地、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高校科
研成果转化基地、智库合作基地等

“十二大基地”，促进县校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

阮仪三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让平遥县校地合作再升级

保 护 古 城 发 展 传 承 非 遗 文 化

深化省校合作 共促高质量发展

真相：虽然2020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
记载：银杏叶具有“活血化瘀通络”的作用。但这类药物
主要是用于淤血阻络引起的胸痹心痛、中风偏瘫等，并
不具备降血压的作用。而且银杏叶泡水喝很危险。因
为银杏叶生品内含有大量有毒的银杏酸，且银杏酸为水
溶性成分，直接泡服可引起阵发性痉挛、神经麻痹、瞳孔
放大、过敏等毒副作用。

（据新华社）

真相：用蔬菜水冲奶粉隐患很大。例如，有些家长
听说喝冲泡的奶粉会“上火”，于是就熬蔬菜水为新生儿
冲奶粉，最终导致婴儿中毒入院。这是因为蔬菜水中的
硝酸盐类物质，在微生物作用下还原为亚硝酸盐。亚硝
酸盐会让血红蛋白氧化，失去携氧能力，从而引起缺
氧。通常情况下，成年人一次摄入300毫克以上的亚硝
酸盐就可能发生中毒反应，而幼儿发育尚不成熟，发生
中毒的风险更大。

流言：有人认为，喝奶粉会“上火”，而
蔬菜有“去火”的功效，用蔬菜水冲奶
粉，有助于宝宝健康。

流言：银杏叶不只是美景的点缀，药
用价值也非常高，具有“活血化瘀通
络”的作用，银杏叶泡水喝能降血压。

用蔬菜水冲奶粉可以防止小孩上火？ 银杏叶泡水喝能降血压？

踊跃报名应征 接受祖国挑选

又到一年征兵季，为了保证兵源质量，2月14日，
左权县组织适龄青年在省人民医院左权分院开展春季
征兵体检活动。

在征兵体检区，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应征青年分列
通道两旁，主动配合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全程佩戴口
罩；工作人员依次对其进行测温验码、核对信息、采集
录入等。现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针对征兵体检的特点和要求，该院设置了外科、内
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功能科、检验科、放射科等
项目检查。此外，按照征兵政策规定，还设立了廉洁征
兵监督台，征兵纪检监察组、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进行
督导检查，并采取封闭式管理，严禁携带手机等通讯设
备入内，确保征兵工作公开透明。

李 华 张文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