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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太谷区加强古
城保护管理，高质高效推进文物保
护，在鼓楼南街、西街、东街及县衙
北片区，分期分区进行古城保护修缮
工作。

太谷古城是山西省历史文化名
城、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悠久，规
模宏大，古城内尚存数百处明清民
居，其中保存完整的明清院落有 166
处。在太谷古城南大街临街商铺修
缮施工点，施工现场忙碌而有序，木
工、瓦工、土工正专注地做着各自的
工作。

目前，南大街第一批 8处临街商
铺修缮的2个标段施工及监理已完成
招投标，正在进场施工中，现已完成
60%的工程量。南大街 21 处立面修
缮内容已完成设计方案批复、财政
评审和规委会审核，7月 13日开始招
投标工作。南大街、县前街 16 处四
合院修缮方案规委会已经通过，方

案批复、财政评审正在进行中。县
衙片区实施方案已基本编制完成，
正在完善修改中。私人房屋收购工
作正在进行协商和评估。资金筹措
也在进行中。

古城情结扎根于每个太谷人的
心灵深处，推进古城保护与开发是全
区人民的共同夙愿。2022 年 12 月 1
日，《太谷古城保护规定（试行）》正式
实施，太谷区人民政府将太谷古城保
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列入各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制考
核，区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建立古城
保护利用联席工作机制，并按照各自
职责做好古城保护的相关工作。

“这次古城修缮保护与利用，修
复了若干旧式的建筑，体现的都是咱
太谷的特点。像弓背顶、二楼框架重
檐建筑，都是先立框架后起墙，用传
统古法建筑技术修缮古城。我很赞
同这种古式修建的做法，对太谷的旅

游发展会有很大的作用。期待太谷
重现‘中国华尔街’当年的辉煌。”市
民张艳兵说。

太谷区在古城保护实施过程中，
注重科学保存城市不同时期的历史

记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建筑物、构
筑物和特色环境，强化老旧建筑的保
护利用，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和改革
开放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鼓励通
过整饬和再设计利用，展示原有建筑
的时代特征，保持城市文脉多元复
合。同时，区政府鼓励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通过捐赠、全额出资、与政
府合作、设立公益性基金等方式提供
资金支持，通过提供技术、宣传咨询
等活动开展志愿服务，积极挖掘民间
传统工艺，建设专题博物馆、陈列馆
等公共文化场所，开办民宿、客栈、茶
社等旅游休闲服务场所，积极参与太
谷古城保护工作，发挥古城文化资源
优势，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改善人居
环境和文化传承的要求，在保持历史
建筑的外观、风貌等特征基础上，坚
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对
历史建筑进行合理修缮利用，消除安
全隐患，注入新功能和新业态，满足
生活居住、经济文化活动、节能环保
的需要，实现保护与利用的统一，最
大限度发挥历史建筑使用价值以及
文化展示和文化传承价值。”区文物
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
国蕊说。

（王元龙 范晓嘉）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太谷区分期分区进行古城保护修缮工作

本报讯 今年以
来，太谷区水利局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进一步完善
指挥体系和协调联
动机制，坚决防范应
对重大洪涝灾害，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太谷区水利局
积极主动开展各项
防汛准备工作，针对
薄弱环节和重点工
作提前部署，全面排
查梳理防汛安全隐
患，逐一落实隐患整
改措施，扎实做好水
旱灾害防御工作；进
一步明确了防汛行
政责任人，积极推进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的防汛责任体系；落
实分级分部门防汛
责任制和成员单位
岗位责任制，并建立
了各部门之间的联
动机制，保障信息畅
通，汛期不间断与上
级防汛部门沟通，确
保水雨情信息的收
报传达及时准确。

太 谷 区 水 利 局
于今年4月初开始对

全区山洪预警设施、水库、河道、防洪能
力提升工程、连通治理工程等进行全面
检查，强化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建设。
目前，铅丝、塑料编织袋、防汛沙袋、铁
锹、救生衣、各型号发电机等防汛物资储
备充足。同时，区水利局组建了水旱灾
害防御专家组、水利系统专业抢险队伍，
各乡镇也组建了防汛抢险队伍，负责各
防汛重点区域的抢险任务。

太谷区水利局还加强汛期宣传和演
练工作，提高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
强化防汛抢险队伍实战能力，确保关键
时刻有准备、能应对、拿得出、打得响。

（张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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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4 日晚，市公安局
太谷分局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
动，进一步加强社会面防控，依法
严打严惩严防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活
动，集中排查整治突出治安问题，
攻坚化解各类安全隐患，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太谷公安分局根据省公安厅和
市公安局部署，把开展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行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成
立工作领导组，制定工作方案，细
化任务措施，强化责任落实。召开
安排部署会，要求全局上下切实增
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落实
刚性要求，下先手棋、打主动仗，

全方位落实打、防、管、治、宣各
项措施，最大限度挤压违法犯罪空
间，全力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

针对夏季治安特点，太谷公安
分局强化夜间显性用警，加大广
场、商圈、夜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巡
逻防控力度，切实提升见警率、管
事率；集中开展乱点整治，对存在
治安隐患、群众反映强烈的场所、
部位和领域进行全面摸排和清查，
分级分类重点整治；严管严查酒驾
醉驾毒驾、“飙车炸街”等突出违法
犯罪行为，切实维护公共秩序和道
路交通安全。 （王元龙）

太谷公安分局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

本报讯 范村镇有着深厚的红
色文化底蕴，是“麻雀战”的首创之
地，范村民兵被称为“野战民兵”的勇
武之队。近年来，范村镇组织建设了
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进
一步发掘和继承“麻雀战”所蕴含的
斗争智慧，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赓续红色血脉，筑牢初心使命。

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
地总占地面积约 20亩，建筑面积 600
余平方米，主要由 4 个馆体组成。走
进基地，周围群山环抱，苍松翠柏间，
4 座展馆依山而建，庄严肃穆。不远
处的范村民兵英雄纪念碑高高矗立，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纪念馆内资料
齐全，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原貌，
馆 1 馆 2 为范村民兵纪念馆，馆 3 为
麻雀战纪念馆，馆 4 为清廉范村文化
馆。纪念馆运用多媒体技术增加了
图文介绍和历史影像资料，多形式展
示了红色故事。

基地自建成以来，充分发挥红
色教育“活教材”“主阵地”作用，面
向党政干部、青少年学生、游客团体
等广泛开展党性教育、党史学习、爱
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政教
育和国防教育。

太谷东关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白建智说：“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在追
忆红色革命足迹的过程中，切身感受
革命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筑

牢育人情怀，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勇
毅前行。”

“抗日战争时期，民兵为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浴血奋战，他们勇于担
当、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
习。作为新时代的民兵，我们将传承
红色基因，牢记使命任务，为建设家
乡贡献自己的力量。”范村民兵营营
长王建宇坚定地说。

一幅幅发黄的照片、一个个动人
的故事、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生
动展现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范村民
兵与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感人画面。
基地的建成，进一步丰富了爱国主义
教育形式，为开展党员干部红色教
育，创建研、学、游、教一体的综合阵
地起到重要作用。据了解，今年“七
一”期间，基地已接待游客 50 批次近
千人。

范村镇党委书记范俊宝表示，下
一步，范村镇将通过擦亮“麻雀战”

“范村民兵”两张红色名片，有效提升
范村镇的知名度，使基地成为传承红
色精神的教育基地。通过与东辉集
团麻雀战实景剧、电影宣传等进行市
场化合作运营，带动发展周边农业采
摘经济，打造红色旅游线路，使基地
成为拓展研学旅游的重要地标。通
过策划举办乡村精神文明活动，配套
体育器材、活动设备等，使基地成为
丰富群众生活的休闲广场。

（陈智 郝玉婷）

铭记光辉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产业旺，则乡村兴。
近年来，太谷区把产业发展作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因村
施策，凝民心、聚民意，大力扶持特
色产业项目，推动优质农产品提档
升级，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连日来，小白乡大白村的拱棚
西瓜陆续开园上市，前来购买的游
客络绎不绝。大白村利用优越的
土壤条件，发展拱棚西瓜，以高品
质规模化种植，促进了全村产业提

质、农民增收。
“我今年种了 30多亩瓜，每亩

地能产七八千斤，销量挺好。”瓜农
籍二粉高兴地说。

随着大白村西瓜种植规模持
续扩大，园区已发展 400 多个瓜
棚，辐射带动农户 300 户。同时，
园区还探索品种改良，在种早、种
新上下功夫，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
种植技术，形成了兴一项产业、活
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的格局。

“今年准备在咱们村投资二三
百万元发展连栋拱棚，引进新品
种，带动集体增收，村民致富。”大
白村党支部书记白建生说。

随着枣树生长进入旺盛期，连
日来，小白乡沙子地村的枣农们在
田间地头忙碌着，全力做好夏季田

间管理，为今年红枣增产丰收打下
基础。

“掐枣头、除草，今年的花儿开
得特别好，又是一个丰收年，这就
是我们农民最大的期盼。”沙子地
村村民一边忙着打理枣树一边说。

在万亩红枣园区连片效应的
牵引下，小白乡借助“红枣节”“小
白乡农旅十八景·中国红枣第一
园”旅游项目和直播电商平台推介
等形式，全方位开展产业发展服
务，实现了全链条、融合式发展。

沙子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
会主任李拴明表示，下一步要做
精做细壶瓶枣产业，打造绿色有
机产品，通过提升附加值，引进
新品种，延伸产业链条，蓄足发展
动能。 （陈智 郝玉婷）

本报讯 7月 4日，太谷区环境卫
生服务中心举行农村小型电动清扫
车发放仪式。共发放小型电动清扫
车 8 辆，进行农村道路机械化清扫作
业试点。

近年来，太谷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城乡环境卫生工作，通过构建城
乡环卫一体化“村收集、乡转运、区处
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实现了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全
覆盖，做到了日产日清、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

此次小型电动清扫车的投入使
用，将全面提升农村环卫作业质量，减
轻环卫工人劳动强度，进一步提高农
村保洁工作效率。

（石江锐）

太谷区举行农村小型电动清扫车发放仪式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防汛减灾 全力以赴

太谷古城南大街修缮施工点 王元龙 摄

施工现场忙碌而有序 王元龙 摄

范村镇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 陈智 摄

万亩红枣园区万亩红枣园区 陈智陈智 摄摄

成熟的西瓜成熟的西瓜 陈智陈智 摄摄
大白西瓜种植园区大白西瓜种植园区 陈智陈智 摄摄

农村小型电动清扫车 石江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