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崔斌）1月 16日，晋中市博士
大讲堂特邀山西师范大学讲师师丹婧，为榆次区
乌金山镇基层干部带来一场以《村干部职业化区
域差异研究》为题的讲座。

师丹婧从村干部职业化区域差异研究的理
论基础导入，从职业化的正规治理、准职业化的
耦合治理、兼职化的简约治理和区域差异机制四
方面深入阐释，通过职业化村干部由谁担任、村
干部职业化利弊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发
展新趋势、国家VS社会、科层治理VS简约治理、
区域差异VS基层治理等六方面引导现场基层干
部展开讨论。

现场基层干部纷纷表示：“课程深入浅出地分
析了不同地区村干部职业化的现状、原因及影响，
让我们对这一现象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特别是
六方面的集体讨论环节，为我们揭示了村干部职
业化区域差异的深层原因。这次学习不仅增长了
我们的知识，也为我们今后更好做好农村工作提
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启示。”

晋中市博士大讲堂农村知识专场开讲

1月16日，太谷区文化馆、太谷区书法美术家协会联合
主办的“迎新春送吉祥 文化进万家”春联暖冬行动在太谷
区侯城乡沟子村正式启动，10余名书法爱好者为该村群众
免费书写春联900余幅。图为书法爱好者与群众一起展示
书法作品。 本报通讯员 孙泰雁 摄

写春联写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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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静宁 通讯员
焦玉虎）农历腊月初八这天有吃腊八
粥的习俗。1月 18日，为了让坚守一
线岗位的户外劳动者喝上一碗新鲜
热乎的腊八粥，太谷区总工会充分发
挥组织优势，联合太谷区志愿者协会
工会委员会 50余名志愿者和热衷公

益事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组织
10 余辆爱心车，开展了“粥香四溢
情暖腊八”冬日送温暖活动。这一活
动，太谷区总工会已连续坚持了8年。

在当天的活动中，工会志愿者们
分别在太谷区职工服务中心、兴旺社
区、安泰社区三个“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和爱心赞助商家，为寒冬里坚
守一线的环卫工、值班交警和民警、
值班医护人员、消防员战士等 800余
名工作者和户外劳动者送上了腊八

粥、太谷饼等早餐。
腊八送温情，粥到意更浓。寒冬

腊月里的温馨举动让广大户外劳动
者内心倍感温暖，当环卫工车德只接
过热腾腾的腊八粥时，眼睛中流露出
满满的幸福：“我负责的路段比较难
打扫，平时都是匆匆对付一口早饭，
从早上 6 点要一直忙到上午 10 点左
右，平时哪有机会吃到这么好的早
餐，有粥，还有太谷饼……”环卫工张
艳萍高兴地说：“我们都起得早来不

及吃饭，喝着腊八粥，心里都暖暖和
和的，真的很感谢你们。”大家边吃
边聊，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
微笑。

此次活动是太谷区总工会做好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工作的重要
举措。为了办好这次活动，太谷区总
工会及早安排部署，责成专人具体负
责，腊八节当天凌晨 2 点半到上午 9
点半，工会志愿者积极参与到了熬
粥、分装太谷饼的工作中，为了照顾
到所有的户外劳动者，还专门设置
了两条流动送粥爱心车队，他们按
规划好的路线沿途行驶，只要碰到
正在岗位工作的劳动者，都会送上
腊八粥。每一碗腊八粥都饱含了工
会组织对广大户外劳动者热腾腾的
祝福……

腊八送温情 粥到意更浓

太谷区总工会连续8年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爱心粥

本报讯 （记者李伟江）1 月 18
日是我国传统的腊八节，俗话说，过
了腊八就是年，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吃
腊八粥，迎接新年。在榆次区迎宾西
社区和山小区的“小蜜蜂”快递小哥
驿站里，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捧到了10余
名快递员和外卖员手中。香糯的腊八
粥在寒冷的冬日里传递着缕缕温暖，
让他们品到了“第一口年味”。

“师傅，来喝碗热粥吧。”美团外
卖员小李骑车路过驿站，听到志愿者

的招呼声，他停下车，跑进驿站暖和
暖和身体。在外忙碌了 3个多小时，
他的手脚早已冻麻了。接过社区工
作者端来的腊八粥，他既惊喜又感
动：“我从早上 6 点就开始接单送餐
了，早饭还没吃。喝了这碗粥，身上
暖了，连心里都暖乎乎的，社区还惦
记着我们，让我挺感动的。”

该社区打造的“小蜜蜂”温暖之
家，设置了图书区、休息区，还免费提
供热水、应急药品、雨伞等。“小哥驿
站是去年10月份建成的，为的就是给
快递员、外卖员提供一个歇歇脚、喝
喝水、充充电、打打盹的小空间。”和
山小区党支部书记郑海英说，“这些
快递员和外卖员无论寒冬酷暑，每天

从早到晚奔忙，为辖区居民服务。看
着他们整日辛苦，大家就想着为他们
做点什么。”

一碗碗的腊八粥溢满党群的温
暖，社区积极把党的关怀、党的温暖
传递到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中，进一
步引导他们发挥职业优势，积极参与
到社区基层治理中来。

品第一口年味 感每一缕温暖

榆次区迎宾西社区为快递员熬制暖心腊八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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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艳萍出席全市市校协同创新发展专项

行动大对接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李雨鑫）为深入
贯彻落实全市市校协同创新发展全
面对接座谈会精神，1月17日，全市
召开市校协同创新发展专项行动大
对接推进会，副市长梁艳萍出席，
驻地 21 所高校科研处负责人、市
直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区、
市）政府、综改区晋中开发区、晋中
国家农高区分管领导及科技部门负
责人参加。

会上，梁艳萍向各县（区、市）
政 府 、综 改 区 晋 中 开 发 区 下 达

《2024年度市校协同创新发展专项
行动任务交办书》，并强调要充分
认识全面对接的重大意义，树牢交
账意识，细化分解目标，定方案定

项目、定任务定标准、定人员定时
限，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落细落
实。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拓展
合作触角、加强信息互通与激励考
核，全方位支持高校“双一流”建
设，确保“双融双创”目标如期实
现。市县两级科技部门要围绕年
度目标任务，提前谋划、逐项检点、
有效推进，为我市全面推动高质量
发展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增添科技
动能。

会后，与会人员先后赴太原市
小店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中电科
三十三所、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观摩学习科创成果转化，
激发创新争先热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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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
线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广大群众。2007年，
我市在全省率先开通 12345政务热线，并于 2017
年率先对全市 80余条便民服务短号码进行归集
整合，形成晋中“12345”一号通，建立起一条人民
群众与政府沟通联系的纽带。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聚焦听民声、解民情，将全市11个县（区、
市）及综改区晋中开发区、46家市直单位列入成
员单位，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共受理各类工单
42.71万件，办结41.84万件，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搭
建起了一座为民服务的“连心桥”。

为提升我市 12345 热线平台智能化水平，为
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信息支撑，2023
年初，我市决定实施“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
台应用升级项目”。该项目也是2023年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承诺的民生实事之一。便民热线平台应
用升级项目将大幅度提升企业群众诉求受理办理
质效，为政府决策、社会治理提供强大信息支撑。

项目升级之前，我市 12345 热线平台受理的
工单纵向流转仅到达县级热线工单管理部门，涉
及县直相关部门、乡镇街道社区采用纸质工单模
式流转。为高效办理工单事项，实现工单运转全
流程跟踪、监督，平台应用升级项目开发了三、四
级工单流转系统，将工单流转延伸到乡镇街道以
及村委社区，构建起市、县、乡镇街道、村委社区热
线服务四级平台服务体系。

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最为依赖
的工具。为迎合社会所需，平台升级项目开发设
计了“12345微信公众号”、移动受理小程序、APP
小程序，拓宽网络受理渠道，实现“从耳畔到指尖”
全渠道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

为进一步提升为企便民服务水平，不断创新
督办方式，项目升级建设了数据管理系统，加大热
线数据分析应用。项目建设大数据分析展示“1+
2+N”智慧管理系统，“1”即一个大数据分析展示
系统，“2”即 2 个重要场所数据实时展示系统，

“N”即小屏展示系统，对市、县两级政府主要领导及各委办单位负责人通过
手机APP软件实时推送平台数据，各级负责人可随时掌握工单办理情况，
实时关注本部门职能领域内工单事项办理过程及结果。

“1+2+N”智慧管理系统的建设，既可实现部门领导对热线工单的即时
督办，政府各级主要领导还可通过实时数据，第一时间了解到部门的履职尽
责情况。此外，通过对数据的深度分析挖掘，还能实现对经济社会动态的分
析监控、热点实时掌握、趋势及时预警，为政府科学决策、高效治理提供信息
支持，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数据支撑。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民生关注的问题，强化民生服务的能力，让
这条民生热线温暖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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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壳、取仁、分级、去除杂质、精
深加工……1月 17日，记者走进左权
县麻田镇核桃产业示范基地，在标准
化的厂房里看到，全新的核桃冻干食
品生产线马力十足，生产劲头强劲，
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

作为“中国核桃之乡”，左权核桃
栽培已有1000多年历史，种植面积达
21万亩。麻田镇是全县核桃主产区
之一，种植面积5.5万亩，百年以上的
核桃老树比比皆是，果实含油量高、
口感好，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是著
名的核桃大镇。

2022年，为了推动核桃加工向产
地集中，左权县投资 2795.44万元，在
麻田镇泽城村建设核桃产业示范基

地，狠抓上游种植管理和下游加工营
销两个重要环节，提升发展效益，促
进村民增收，使核桃这一传统优势产
业真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
业。目前，基地已顺利试生产进入运
营阶段，包含核桃加工区、核桃产业
研究院和核桃冻干食品生产线三个
功能区，是一个集精深加工、冷链物
流、科研、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园区。

1 月 9 日，省委书记唐登杰来到
核桃产业示范基地调研，他指出，产
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
持“特”“优”战略，做好“土特产”文
章。麻田镇党委书记梅世明表示：

“指示精神鼓舞人心、振奋精神，下一
步将围绕核桃全链条发展，做大做强

传统优势产业，让小核桃真正成为老
百姓的‘致富果’。”

在麻田镇，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
核桃。但往日单打独斗，产业发展薄
弱、单一，缺乏后劲。基地建成后，引
进了麻田顺康天然农产品公司全面
开展核桃托管服务，从种植到管理、
从管理到加工、从加工到销售，构建
起了全产业链条，年可就地转化核桃
7000 余吨，经营利润达 500 余万元，
辐射带动全镇 25个行政村 4000余农
户增收致富。梅世明告诉记者，基地
的建设投入资金全部转化为村集体
入股资金，可为西崖底、安窑底、寺
凹、大林峧、泽城 5 个村带来分红 53
万元，实现了企业、村集体、合作社、
农户“四赢”。

推行托管服务后，让专业的人去
干专业的事，不仅释放了种植户手
脚，还增加了经济收入，对此，泽城村
种植户闫俊连连称赞：“现在可省心
了，我家的 13亩核桃地，修剪、施肥、
旋地，还有成熟后的销路问题，全由
托管公司解决，我们不用投资出工，
还能挣得收益，比自己种收入还多。”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石，科技是
产业发展的核心。为了推动核桃产
业持续壮大，基地的核桃产业研究院
与山西农业大学展开深入合作，进行
品种选育和产品开发，打通制约核桃
产业发展的堵点和难点。目前已完
成核桃壳生物质炭中试生产、核桃雄

花收集、20亩示范园建设、核桃园土
壤测定、核桃青皮功能有机肥中试等
工作，研发出原味冻干核桃仁、调味
冻干核桃仁等深加工产品。“省委书
记唐登杰调研时勉励我们，要围绕核
桃全产业链强化科技攻关，助力左权
绵核桃发展成大产业。我们将紧紧
围绕科技助力产业发展，着力解决核
桃产量低、品种杂、品质差，产品单
一、研发不深、链条不长等问题，为产
业发展壮大贡献科研力量。”山西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核桃产业研
究院负责人李磊说道。

老树核桃，口感酥脆、浓香四
溢。麻田顺康天然农产品公司负责
人康建忠说：“核桃冻干食品生产线
选用当地百年老树有机核桃为原料，
采用先进的冻干技术，生产出来的产
品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核桃的营养成
分，且口感香脆，食用方便，给广
大消费者带来更多味觉上的体验。”
据悉，此生产线年产冻干食品150吨、
原品核桃烘干300吨，通过真正让好
产品卖出好价钱，实现产业增收、村
民致富。

从其貌不扬，到全产业链发展，小
小核桃的“链”动作用日益凸显。梅世
明说：“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指示要求，进一步构建集研发、推
广、种植、管理、销售、加工于一体的完
整核桃产业体系，努力把核桃产业培
育成村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小 核 桃“ 链 ”出 大 产 业
本报记者 杨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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