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中日报社出版

晋中日报客户端 晋中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晋中新闻网：http: //www.sxjzxww.com

JINZHONG RIBAO
中共晋中市委主管主办

2024年6月

11
星期二

甲辰年五月初六

第12429期

今日 4 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4-0023

邮发代号 21-21

本报讯 （记者智慧萍）6月 3日
至 5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天才
率队来到我市，对《山西省汾河保护条
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
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建忠，市
委常委、秘书长刘伟，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辛琰，副市长李哲，市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王双寿参加。

检查组深入榆次区太榆退东贾
断面、太榆退（榆次段）水环境综合治
理工程，祁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汾河百公里祁县段堤防生态治理项

目、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平遥县宁
杜香集中供水水厂、南政乡里村污水
处理站、东游驾村高效节水灌溉项
目、平遥煤化集团，介休市龙凤河生
态修复工程、义安镇万户堡片区农村
生活污水综合治理项目，灵石县国
考王庄桥南断面、第一污水处理厂、
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等地，详
细了解城镇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国考断面水质、防洪工程建
设、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认真听取
相关情况汇报。 （下转第4版）

贺天才率队在我市开展汾河保护条例执法检查

把握重点综合治理
全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王建忠参加

“一旬一督导，谁干得好学谁。
一月一晾晒，谁干得好奖谁。一年一
考评，谁干得好用谁。”4月初，晋中市
召开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导向明
确、令人振奋。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必须完
成好的重大政治任务、重要民生工
程。晋中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动
员全市上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为引领，纵深推进“百乡千村”治
理行动，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
可感可及的实事，一大批“村美、业
兴、民和”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在晋
中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美乡村——
提颜值增气质

时下，行走在晋中乡间田野，良
田万顷沃野千里，红花绿树相映成
趣，空气清新自然，田舍干净整洁，让
人不由心生赞叹。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
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
重要任务。“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晋
中市下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手棋，
统筹抓好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
命”，扎实推进辖区内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打造山清水秀的美丽乡村。

“垃圾入箱，专人清运，环境变好
了，心情舒畅了。”在和顺县平松乡小
南会村，映入眼帘的是大街小巷宽敞
平坦，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民翟彦
萍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这里没有垃
圾箱，生活垃圾到处扔，一刮风到处
乱飞。实施“千万工程”以来，在村

“两委”带领下，大家自觉整理自家庭
院，清理门前及周边区域的垃圾残
余，统一扔到路边的垃圾箱内，共同
维护美丽家园。

在寿阳县，把切实解决农村群众
饮水安全作为硬指标、硬任务，对兰
儿庄村、北连村、王烟村等 12个村实
施旱井可靠水源改造工程，确保群众
喝上安全、优质的“放心水”。“拧开水

龙头就能喝上自来水。这水，真是
甜！”平舒乡兰儿庄村村民薛存根大
赞“千万工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

榆次区郭家堡乡以整治“六乱”
问题为抓手，开展给排水改造升级、
老旧道路修缮等新一轮人居环境提
质行动；平遥县宁固镇左家堡村大力
开展“厕所革命”，注重发展绿色农
业，推广有机肥料和生物防治技术，
公共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从“一处美”到“处处美”，晋中广
大乡村开启提颜值、增气质模式，也
为全省乡村振兴探索出可复制、可推
广的晋中模式。

富百姓——
兴产业促发展

“要把产业振兴作为重中之重，
在一二三产业互补、农文旅融合、农
工商互动上探索破题推进。”晋中市
委副书记、市长刘星在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
会上郑重强调。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寿阳县南
燕竹村的农民却格外悠闲自得。

“多亏了村里的‘双层托管’，土
地里的事少了，兜里的钱变多了。”南
燕竹村村民胡培志乐呵呵地说。

把农田托管给“保姆”，农民甩手
当“掌柜”。寿阳县将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作为加快推进有机旱作农业、推
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和主抓手，实现
土地保底收益+二次分红+打工收入

“一地三收”，实现了农民、村集体、社
会化服务组织三方合作共赢，形成了
具有寿阳特色的农业生产大托管模
式，为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提供
了“寿阳路径”。

乡村发展要注重特色，避免千篇
一律。左权县拐儿镇老井村是电影

《老井》的原型村。如何挖掘和利用
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乡村
振兴建设？左权县依托丰富的文化
内涵、保存完好的太行民居等资源，
打造出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老井

片区。
“村里挖的野菜、家养的土鸡，来

这里写生的学生们都爱吃。不出门
就能赚着钱，这要放以前想都不敢
想。”说起自家经营的农家乐，老井村
村民赵守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依托写生基地，老井村现在已经
建成了电影艺术馆、老井写生驿站、
艺术家工作室、影视文创店、清吧、零
食店、奶茶店等，最大限度满足游客
和写生人员的各类需求，也为村民们
增加了更多就业机会。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来，
晋中市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
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
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广袤乡
村注入更多澎湃动能。

安民心——
强治理树新风

乡村是人们追寻的“诗与远方”，
只有“内外兼修”，加快打造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才能使其真正成为人们向
往之地。为此，晋中市大力推进农村
现代化，让广袤乡村在实现“物”的现
代化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让

“千万工程”经验内化于心。
傍晚时分，和顺县义兴镇井玉沟

村口的公园热闹起来，老人悠闲散
步，孩童玩耍嬉戏。村民李翠英说：

“我们如今住楼房，逛市场，出门就有
小广场。幸福着哩！”

作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井
玉沟村的变化真不小。这几年，村里
打造了村前党建主题公园，实施以生
态采摘园、儿童游乐园等为主的田园
综合示范项目，还完成了整村集中供
暖、污水排放整修及网线入地工程……

说起村子的变化，井玉沟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忠祥说，借助

“千万工程”的东风，村里坚持党建引
领，依托“一堡垒五中心”治理模式，
创新制定党员承诺“红六条”和村民

自治“红十条”，推进党员“双积分”管
理，激励党员干部群众踊跃干事创
业、积极为民服务。班子成员形成

“上马即奔跑，上任就实干”的工作氛
围，驻村工作队、到村工作大学生常
态化开展入户走访，了解民情民意、
探索发展方向，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切实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
效能。

同样在灵石县，静升镇苏溪村作
为“平安山西建设示范村”，在创新机
制、提升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设置
群众接待室、矛盾纠纷调解室、法律
服务咨询室，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
决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邻
里和谐相处，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乡镇”。“矛盾纠纷调解室的设
立，为群众提供了一个说事的地方，
搭建了一个评理的平台。”苏溪村耿
守军由衷地说。

“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现
代文明。”这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的最终目标。为推动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走深走实，晋中市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文明村镇、文明
家庭、星级文明户等创评活动，推广

“道德超市”“文明红黑榜”“爱心积分
兑换”等经验做法，治理高价彩礼、大
操大办、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
风气，大力开展“村 BA”、村超、村晚
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农民群
众文化生活。

乡村环境美起来、兴民产业旺起
来、基层治理强起来……眺望晋中山
川沃野，处处都能感受到“千万工程”
经验下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脉搏，广
袤的晋中大地如同充满希望的田野，
正在奏响春华秋实的优美和声，绘就
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我们将紧紧抓住农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乡村
实际出发，因村制宜推动乡村建设；
立足各地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财政承
受能力、农民接受程度，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事在人为，打造各美其美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谱写‘千万工
程’的山西新篇增新光、添重彩。”晋
中市委书记常书铭说。

对标“千万工程” 共绘和美乡村
—— 晋中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走好乡村振兴路

山西日报记者 张 谦 通讯员 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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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以来，各地迅速启
动，把典型案例作为最好的活教材，让党员干部
切实感受到纪法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推动
党纪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活用各类教学资源

心中的标尺清晰，行动才能得到校准。党
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各地通过深入剖析典型
案例、到廉政教育基地学习等方式，提升警示
教育感染力和说服力，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常敲思想警钟、常紧纪律之弦、常存敬畏
之心。

连日来，广东全省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挖
掘警示教育资源，运用违纪违法干部警示录、忏
悔录、警示教育片等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党员、
干部就近就便到党员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
接受教育，增强警示教育感染力。

不久前，湛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到
雷州青年运河红色教育基地，专题学习《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组织研讨。党纪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湛江创新用活雷州青年运河教育
资源，已组织200多批次2万多人次党员干部现
场接受教育，真正让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受触动、
精神上受洗礼，在全市上下营造了学纪、知纪、
明纪、守纪的浓厚氛围。

党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西藏各级各部
门坚持把典型案例作为最好的活教材，深挖警示教育资源，推动党纪学
习教育取得实效。西藏各级党组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有针对性
地选取党员、干部因不学纪、不知纪、不明纪而造成危害的案例，抓好以
案促学、以训助学。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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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中共
中 央 党 史 和 文 献 研 究 院 编 辑 的

《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
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
的战略高度，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
道，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能源

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
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
际合作，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
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世界
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转型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习近平同志围
绕国家能源安全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
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统筹好新能

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全，深入推动
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为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
源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8 个专题，共计
21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
11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的报告、讲
话、演讲、谈话、贺信、回信、指示、批
示等 13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
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张春玲）6月10日，
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
期，我市不断丰富拓展民俗文化系列活
动，文旅业态继续出新出彩，推出具有
传统文化韵味的文旅盛宴，文旅市场延
续上半年热度，迎来新一波旅游热潮，
消费活力继续提升。市文化和旅游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组织领导和部门
协同，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全
市文旅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新中式”民俗游备受热捧。从景
区游到乡村游、从文博游到古镇古村
游，游客越发青睐民俗游。准确研判
市场，端午假期，我市推出“晋中文化
休闲解压之旅”游玩攻略，多家旅游景
区、文化场馆开展以端午为主题的民
俗活动。后沟古村举办“情浓悦端午
粽享好时光”特色民俗活动，熏苍术、
采艾叶、拔菖蒲、立鸡蛋、浮水针、洗药
浴、空中舞龙、民歌演唱等，带来别样
的民俗体验。乔家大院举办百发百

“粽”、妙锦含香、“粽”动员活动，吸引
广大游客尝美食、品文化。昭馀古城
推出包粽子、制作银票、打卡集章、端
午祈福、免费品茶等活动，让游客在民
俗活动中体验千年古城的节日风情。

千朝浪屿水世界推出沙滩寻宝、赛龙
舟、端午大转盘等活动，并有中、高考
生专享福利。常家庄园推出打财眼、

“粽”财气活动，与游客一同祈福纳吉。
沉浸式非遗游提升体验感。6月8

日是端午假期首日，也是2024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我市将非遗展演融入
端午民俗，让游客沉浸式品味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感受端午民俗的独特韵
味。我市在晋中市博物馆启动2024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活动包
括“晋商票号的历史贡献和开拓万里茶
道中的金融创新”主题讲座，晋中文化
生态保护区非遗馆系列活动、非遗进校
园成果展、非遗项目展演等。榆次区
举办非遗大巡演、非遗美食和文创市
集等10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祁
县举办祁太秧歌展演、非遗中医展示
等活动。介休市举办《寒食文化拾趣》

《千年窑火——介休琉璃技艺的历史与
传承》现场发行仪式。（下转第4版）

粽艾飘香 文脉悠长

端午假期我市民俗文化活动撬动消费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