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 的 灵 石 ，田 野 碧 绿 如 茵 ，村 庄 秀 美 如
画。在这里，青山与绿水交相辉映，古老的村庄
与现代的气息相融合，描绘出一幅美丽的乡村振
兴画卷。

今年以来，灵石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
丰富的文化底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积极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产业发展、和美乡村、治
理有效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统筹规划布局 精心组织实施

灵石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高位推
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县委、县政府出台了《灵
石县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实施“十乡百村”示
范创建行动工作方案》，聚焦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把实施“十乡百村”示范创建
行动作为重要抓手，按照“一城三廊带三十个中心
村”的总体布局，以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目
标，以产业富民强村为主线，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为基础，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全面提升，分类建设、分年达标，由点及
线、连线扩面，建设“村美、业兴、民和”的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

在对全县 192 个行政村进行摸排的基础上，
结合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产业基础、经济水平、
历史人文、人口规模等，对照不同的建设标准和评
价体系，拟分为 18 个精品示范村、83 个提档升级
村、91 个环境整治村（包含 38 个整体搬迁村）三类
进行推进。

“工业强农廊带”依托 108国道，串联 4个集镇、
涵盖3个产业园。“文旅富农廊带”依托永吉大道，串
联王家大院、资寿寺、王家庄园、红崖峡谷等景区，有
机链接煤炭博物馆、崇宁生态康养园、蜜蜂文化园等
特色项目，借助“非遗里的中国”影响，进一步挖掘晋
商文化、民俗文化、大院文化内涵，形成集非遗体验、
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现代农业于一体的农文旅集聚
区，以文旅“一业兴”带动市场“百业旺”。“生态兴农
廊带”依托南峪线，串联石膏山、仁义河特色山水和
自然风光，培育壮大西许生态农业观光、田再田蜂
蜜、仁义道地中药材、金旺红色教育等特色产业，大
力发展康养民宿、家庭客栈等庭院经济，走好“生态

路”，算好“绿色账”，打造“十里十村·大美南河”品
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突出示范引领 打造特色亮点

坚持因村制宜、一村一策，典型引路、梯次推
进，今年重点打造 3 个精品示范村、24 个提档升级
村，配套实施农村公路、污水治理、清洁取暖等工
程。其中，精品示范村 3 个，分别是静升镇静升
村、苏溪村，两渡镇崔家沟村。目前，各村已完成
项目规划和前期准备，4 月初全部开工，8 月底前
全部完工。

静升镇副镇长张伟介绍，静升村以文旅融合为
主线，加大独龙杆、抬阁等省市非遗文化推广力
度，创作富有地方文化气息的旅游表演项目，进一
步丰富餐饮、民宿等“文旅+”新业态，实现景村互
补共赢、联动发展；苏溪村以治理能力提升为重
点，探索“槐树下议事”民主协商制度，建立“乡风
文明超市积分兑换”激励机制，打造“一分地领养
田”项目，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村级治理的积极性，
全面提升基层善治水平。

两渡镇崔家沟村以村企共建为载体，实施地下
管网改造、公共服务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等 11 项
工程。依托聚义实业集团、晋宝望种养专业合作社
完善“厂矿反哺+资产发包”共建模式，发展以工矿
经济为基础，生猪养殖、物流运输、商贸服务多元
支撑的产业体系，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300 万
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6万元。

崔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殿辉说：
“今年，我们村投资了 50 多万元进行环境治理，把
以前需要解决但没有解决好的环境脏乱差问题进
行了梳理和解决。现在，村里各个片区都有专人负
责，在强化环境整治的同时引导群众树立公共卫生
意识，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巩固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成效。”

据悉，灵石县今年确立的 24 个提档升级村主
要是乡镇政府所在村和部分中心村，计划实施 108
项改造工程，目前已有 10 个村完成前期规划，4 月
底前全部开工，9月底前全部完工。

坚持整体推进 抓好“三个提升”

在“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动中，灵石县注重产
业、建设、治理一体推进、有机融合，增强乡村发展

的整体性、协同性。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以乡镇（或片区）为

单位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实现乡村“造血式”发展，
注重乡村产业布点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休闲旅
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领域的融合，以业引人、
以人聚业，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
为开展“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动的切入点，聚焦
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农
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五
大行动”，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新建改建
供热、供气、污水管网 100公里以上，完成户厕改造
500 座、清洁取暖改造 3616 户，建设“四好农村路”
28.2 公里，深入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启动“百村万
户”幸福养老工程，农村老年人助餐覆盖率从 20%
提升至 50%，用三年时间实现全覆盖。积极创建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开展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提质行动，力争县内就诊率达到 95%以上。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深化乡镇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完善智慧管理平台，串联县、乡、村、网格四
级治理体系一体发力，构建民诉收集、转办督办、
跟踪问效、现场反馈和综合评判工作闭环，切实提
升服务效率、治理能力，激发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
识，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建设，实现“我的家园我
来建”“自己的事情自己办”的共建共创目标。

灵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建锋说：“在推进
‘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动过程中，我们坚持‘因地
制宜、规划先行’的原则，完成了‘一村一方案’和
片区规划的编制工作，科学指导示范创建行动，实
行资金统筹、县直部门包村、村企结对帮扶等工作
机制，全面铺开示范创建项目，狠抓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百村万户’幸福养老工程等群众可感可及
的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共拆除违建 330 处 3.1 万
平方米，清理各类垃圾 2.8万吨。下一步，我们将鼓
足干劲、持续发力，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建设、治理
的全面提升，走好‘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乡村全
面振兴之路。”

从美丽生态、美丽经济到美好生活，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就是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走好
推进城乡一体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子，为人民
群众谋幸福。灵石县将牢牢把握这根主线，因地制
宜，务求实效，在与全县人民群众的“双向奔赴”中
激发出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赵青）

灵石大地展新颜 乡村振兴踏歌行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石县以农村（社区）

“领头雁”示范培训为载体，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有效推动“十乡百村”示范创建、

“百村万户”幸福养老工程等中心工作落实落
细、落地见效。

抓融合，实现以训促干。取经问道与传经
送宝相融合。县长亲自带领部分村党组织书记
组团赴浙江学习考察“千万工程”经验，深入了
解美丽乡村建设、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借助“领
头雁”示范培训与全县乡村干部分享收获、交流
思想，进一步将学习成果借鉴好、转化好、运用
好。内容设计与工作需求相融合。围绕“十乡
百村”示范创建行动要求，聚焦乡村产业、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三大主题，优化设置“领头雁”培
训课程内容，做到既有政治理论、廉政教育，又
有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实用技术，有效推动学
思用结合、知信行统一。帮带指导与推动工作
相融合。通过培训建立授课教师帮带指导机
制，20 余名业务骨干深入乡村帮助指导“十乡
百村”示范创建行动，推动乡村从环境到产业、
到治理的全方位升级。

求实效，实现以训助学。县委书记亲自点
题，将“务实”要求贯穿始终。突出内容急需，解
决好乡村干部思想上的问题。县委书记开班动
员，5 天 4 晚封闭培训，推动乡村干部知责、履
责、担责、尽责；结合党纪学习教育，邀请县纪委
监委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明确党纪学习教育
具体任务、学习要求，让乡村干部学纪、知纪、明
纪、守纪，着力解决乡村干部认识不足、觉悟不
够的问题。突出直达基层，解决好乡村工作政
策上的问题。邀请农业农村、民政、医保等行业
部门业务骨干围绕乡村振兴惠农政策开展培
训，深入解读政策条例，着力解决乡村干部政策
不明、条例不清的问题。突出管用有效，解决好
乡村工作方法上的问题。邀请基层治理服务保
障中心、交通运输局、信访局等部门围绕党建引
领乡村治理进行授课，进一步明确基层治理方
法路径，着力解决乡村治理方法不优、办法不多
的问题。

强本领，实现以训提能。实地观摩找差距。
组织乡村干部到静升镇苏溪村、翠峰镇北王中
村、两渡镇崔家沟村、夏门镇梁家圪塔村实地观
摩，通过学习先进、对标找差，切实提升基层“头
雁”的领航能力。访谈推介学经验。通过访谈
交流的形式，2 名党委书记、1 名副书记分享本
乡本土特色经验做法，促进乡村干部在产业发
展、基层治理等方面寻求更优解，并以此为契机
推介本土优势产业及资源，促进同类产业跨村、
跨乡镇合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座谈交流拓
思路，组织参训学员围绕课程特别是围绕“十乡
百村”示范创建、养老产业发展、社情民意办理
等所学内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同时邀请包乡镇
县处级领导及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通过交流思
想进一步找准农村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今
后开展工作理清思路、明确目标。 （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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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在灵石县交
口乡漫河村，村“两委”与村民代表
正齐心协力，拆除一处废弃已久的
养殖场，为“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
动再添新章。

这处废弃养殖场曾是村内环
境的“痛点”，严重影响了村民的
生活质量。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
状，漫河村“两委”与村民代表携
手合作，以思想引领为先导，让村
民们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环境治理
的重要性，将“村里的事”真正转
变为“大家的事”。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中，漫河村明确了家美、院美、村美、
风尚美、心里美“五美”目标，以干部
带头、群众参与的方式，对全村环境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整治。通过分区

包片、责任到人的方式，村民们积极
参与其中，共同为村庄的整洁美丽
贡献力量。

为确保环境治理工作有序进
行，漫河村采取了一系列精细化
措施。在治理前，对全村环境进
行了全面摸排，建立了详细的问
题 台 账 ，并 逐 一 销 号 解 决 。 同
时，将全村划分为不同片区，由
村民代表负责各自片区的治理工
作，确保环境治理落到实处、见到
实效。

下一步，漫河村将继续在人居
环境整治上发力，对全村环境进行
提档升级。同时，积极拓展产业
链，以多维的举措、高效的作风扎
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郑涛）

灵石县交口乡漫河村

以“五美”为目标共建和美乡村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石县翠
峰镇城关社区居委会积极探索普
惠性养老服务新模式，通过启动

“百村万户”幸福养老工程，因地
制宜推动幸福小院建设，为辖区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奏响老有颐
养、幼有善育的“幸福曲”。

作为灵石县首家村改居的样
板，城关社区居委会在幸福小院
筹建之初，就充分征求、广泛采纳
群众意见，把民生实事办好办
实。通过走访调研，社区了解到

老年人需要帮助子女照顾幼儿，
并希望带上孙子外孙前来就餐的
意愿。为此，社区通过会议研究，
最终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将幸福
小院的服务对象拓展至老年人和
未成年人，实现了“一老一小”的
联动关怀。

据悉，幸福小院是在原城关
幼儿园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为
方便老年人前来就餐，还加装了
电梯。原有的活动室改造成了可
容纳近百人的餐厅和开放式厨

房，并聘请了专业的厨师团队，照
顾大家的日常饮食。会长赵海龙
表示：“我们精心设计了菜谱，提
供了适合老年人的营养餐，既容
易消化又美味可口。”

如今，在幸福小院里，老人们
自觉排队刷卡、打饭，享受着丰盛
的饭菜和温馨的陪伴。除了提供
餐饮服务外，幸福小院还配备了
理发、血压测试、棋牌室等基础服
务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了全方位
的关怀和照顾。

祝丽萍老人对幸福小院赞
不绝口，她说：“实在是方便了，替
我们想得很周到，吃的饭每天不
重样，服务也很贴心，让老年人有
了一个同乐同吃的好地方。”

城关社区居委会常住人口
400 余户 1000 多人，其中 60 岁以
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20%。幸福
小院的建成不仅为老年人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关怀，也为社会
树立了关爱“一老一小”的典范。

（肖晨辉）

灵石县翠峰镇城关社区居委会

奏响老有颐养幼有善育“幸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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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示范村崔家沟村文化广场鸟瞰图。 灵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本报讯 为确保城区桥梁安全运行，连
日来，灵石县城市管理局对城区主要桥梁进
行了全面的常规结构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
采取了相应的维修加固措施。

近日，在启明桥下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
忙碌地进行着焊接、打磨作业，通过加装钢板
的方式对桥梁进行加固处理。据了解，今年
灵石县城市管理局对城区 19 座桥梁进行了
详细的常规结构检测，发现部分桥梁存在桥
台裂缝、伸缩缝、立柱开裂等问题。为确保桥
梁安全，管理部门迅速确定了采用表层修复、
注浆法以及粘结钢板等方法对问题部位进行

维修加固。
在施工期间，桥面的行车安全并未受到

影响。经过加固处理的桥台将变得更加坚
固，桥梁的整体安全性能也将得到显著提
升。截至目前，水头桥、电厂桥等桥梁的维修
加固工作已顺利完成。

下一步，灵石县城市管理局将继续优化
桥梁管养机制，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每座桥
梁的状况都能得到准确的掌握。这将有助于
提高桥梁的管养效率，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
顺畅的出行环境。

（赵青）

灵石县城市管理局

对城区 19 座桥梁进行维修加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