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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层次
养老服务需求，今年以来，灵石县加快
推进“百村万户”幸福养老工程建设，
重点打造的 75 个幸福小院已有 65 个
建成投运，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绽放“幸
福之花”。

近日，夏门镇关家庄村幸福小院
正式投入运行，这是今年灵石县投运
的第 65个幸福小院，老人们可以在这
里享受助餐等服务。

投运当天，幸福小院里热闹非
凡。村干部组织工人提前搭好了遮阳
网，并给等候就餐的老人们切好了西
瓜，让他们在这里消暑纳凉。由于是
第一天营业，村里还按照当地的习俗，
为老人们准备了六道菜肴和饮料，让
他们在享受可口饭菜的同时，深切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关家庄村属土石山区，房屋依坡

而建。这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都陆续
搬了出去，全村常住人口不足80人，其
中65岁以上的老人就有24人，幸福小
院的投运有效解决了村里老年人的养
老问题。

关家庄村村委会副主任霍森林
说：“我们村的幸福小院是由村民闲置
房屋改建而成，采取村建村营模式，目
前主要是为村里 65 岁以上老人提供
早、午两餐，下一步还将提供洗衣、理
发等服务，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生活
便利。”

据了解，关家庄村幸福小院是灵
石县第二批建设的幸福小院之一。今
年以来，镇村两级访民情、听民意、解
民需，综合考虑人口密度、老年人口分

布、服务需求、服务半径等要素，加快
建设进度，积极助推幸福小院尽快投
入运行。

夏门镇副镇长王夏介绍，灵石县
“百村万户”幸福养老工程启动以来，
夏门镇积极响应，在原有 10个日间照
料中心的基础上，通过征求意见、实地
查看、党委研究等程序，第一批峪口
村、梁家圪塔村两个幸福小院于4月中
旬开始运行。第二批沟西村、郭家山
村、关家庄村3个幸福小院于6月相继
投入运行。截至目前，全镇幸福养老
覆盖率达到94%。

“百村万户”幸福养老工程是灵石
县确定的一项惠民工程、民生工程、共
富工程，从 2024 年到 2026 年，将利用
三年时间在有基础条件且常住老年人
较多的行政村及自然村，分批打造兼

具日间照料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农村养
老服务场所，实现“覆盖200个村、惠及
万户村民”“愿改尽改”目标。今年以
来，灵石县充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以幸福小院探索助老新途径，以

“小院子”托起“大民生”，按照“管吃
饭、助清洁、促健康、帮急难”的服务理
念，试点先行、逐步推进、全面覆盖，建
立起居家养老为主体、村集体服务为
依托、市场运营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
系。全县共建设 75个幸福小院，截至
目前，首批53个已全部建成投运，第二
批22个中已有12个建成投运；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具备运营条件的 68个，
其中66个已投入运行，运营率97%，有
力确保了全县老年人尤其是空巢、独
居、残疾老人的基本生活。

（郑涛）

灵石县将建设75个幸福小院

让老年生活绽放“幸福之花”

本报讯 连日来，灵石县静升新区
雨污分流及地下综合管网建设工程二
期项目地面工程施工方克服不利因
素，集中人力机械，抢进度、保安全、控
质量，加速推进道路建设进入沥青路
面施工阶段，为工程决胜通车按下“加
速键”。

近日，静升新区雨污分流及地下
综合管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地面工程
迎来关键性进展。在纬八路施工现

场，大型沥青摊铺机有序前行，几台压
路机来回碾轧，工人们分工协作，进行
道路面层沥青摊铺作业。下料、摊铺、
压实……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确
保路面质量。

据山西二建集团公司项目负责人
于泽锋介绍，静升新区纬八路主干道
设计红线宽 37 米，长 1076 米，辅助设
计有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绿化带，6月
以来，他们提前做好交通管制，设置隔

离带，现场调用 4台沥青摊铺机，集中
80多名工人，全力推进项目工程建设
进度。

为确保道路面层沥青摊铺顺利推
进，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严格把控现场
工序管理，紧盯沥青混合料拌和、现场
摊铺、碾轧等关键环节，狠抓工程质
量、安全和进度管理，全面保障路面施
工取得较好成效。

据了解，静升新区雨污分流及地

下综合管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包括经
三路、经四路、纬八路等道路的地面工
程建设，3条道路设计红线宽分别为25
米、36米、37米，其中经四路、纬八路为
主干道，设计有车行道、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绿化带。目前，随着 3条道路
路面沥青作业的有序推进，整个工程
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项目
施工方将继续抢抓工期节点，加快工
程进度，全力以赴实现通车目标。

于泽锋说：“面对连日来的高温
酷暑天气，我们本着人性化、高效率
的原则，制定了错峰作业方案，争取
8 月底全部完工通车投运，为改善静
升新区群众出行条件、促进静升新区
发展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霍卫东）

灵石静升新区雨污分流及地下综合管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

加快沥青路面施工进度 按下决胜通车“加速键”

本报讯 城市污水治理，一头连
着生态，一头连着民生。今年以来，灵
石县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狠
抓工作落实，扎实做好“一泓清水入黄
河”相关工作，全力推进第一污水处理
厂扩容工程，努力实现“治污水、保生
态、惠民生”。

近日，在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
扩容工程现场，各项施工内容全部结
束，设施设备安装工作也已完成，工作
人员正在紧张地调试，确保扩容工程
顺利投运。

据了解，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
设计处理量为1万立方米/天，主要承
担城区居民生活污水处理。随着县城
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第一污水
处理厂的运行负荷逐步增加，现状进
水量平均1.25万立方米/天，处于超负
荷运行状态。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今年县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力推进
“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完
成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等 10 项工
程。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
位于翠峰镇玉成村，占地面积 33.63
亩，建设规模为 1 万立方米/天，处理
工艺采用“预处理+A/A/0+反应沉淀
过滤”工艺，消毒方式采用“紫外线消
毒”，污泥处理采用“预压缩+调理+板
框压滤机”。处理后的水质，COD、氨
氮、总磷均可达地表五类水标准，处理
达标后的中水将用于企业生产用水，
持续推动灵石县域汾河流域的水环境
保护工作。

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
项目负责人杨晓煌说：“目前主体设施
已全部建设完成，正在进行设备的联
动调试、局部石材铺装、道路硬化等扫
尾工程。” （郑涛）

灵石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即将投入运行

本报讯 近日，随着气温的逐渐
升高，社会用电负荷不断攀升，高温天
气对电力输送、变电设备和配电线路
等电力设施造成了巨大挑战，为确保
迎峰度夏期间电力稳定、可靠供应，
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扎实开展新建
线路、设备特巡和带电作业等工作，
用实际行动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日前，在灵石县交口乡的峪口 5
号台区带电作业现场，国网灵石县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按照规范流程，
做好现场围栏警戒防护、绝缘设备检

测、安全技术交底、明确各项安全措
施和注意事项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在完成规范安全的作业前流程后，虽
然烈日当头，但现场作业人员还是穿
上密不透风的绝缘服登上绝缘斗臂
车，仔细对危险点进行严密的绝缘遮
蔽，确保作业现场安全，并按照标准
化作业流程开始操作，现场安全监
护、地面作业人员紧密配合，在沿线
居民“零停电感知”的情况下，仅用
40 分钟就顺利完成了此次带电作业
任务。

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交口供电

所营业部主任马向前说：“随着夏季
气温的升高，制冷负荷迅速增长，为
了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采
取不停电作业的方式，为峪口 5 号台
区接火送电。该项作业在不影响其
他用户正常用电的前提下，达到了峪
口 5 号变台的送电实施，实现了国网
公司夏季保供电的企业担当。”

在南关镇道美村，10kV王禹二线
新建工程也开展了紧张施工。作业人
员身着厚重的绝缘服，迎着烈日攀上
高杆，进行导线架设作业。

据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

部主任张文辉介绍，由于王禹乡供电
线路负荷过载，导致周边企业、居民用
电紧张，今年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新
建 10kV线路约 15公里，由现有的 1条
10kV 王禹线变更为 2 条线路，建设完
成后能够有效缓解王禹乡的供电压
力，保障王禹乡居民生产用电。

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高温作业工
作的开展，有效保障了夏季电网的稳
定供电，维护了电力设施和广大用户
的用电安全。下一步，国网灵石县供
电公司将持续关注气温和电网负荷，
及时掌握跟踪设备、线路的运行情况，
配备充足的人员和物资，优化用电方
案，做到隐患缺陷早发现、早治理。同
时，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通，细化应急
防范措施，引导群众科学用电、节约用
电、安全用电，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居
民、企业用电无忧。

（赵青）

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

提升供电质量 全力迎峰度夏

本报讯 今年，灵石县“一拆三
清一改”工作开展以来，静升镇集广
村通过党员干部示范、群众积极参
与、营造良好氛围、健全长效治理的
方式，对影响村容村貌和群众生活
的乱象进行整治，实现农村人居环
境大幅改观。

降低影响村貌的超高雨棚是拆
违的一块“老大难”，面对涉及部分
群众利益的复杂敏感任务，“喊破嗓
子，不如做出样子”，集广村启动先
锋行动，刀刃向内“破”，村党总支书
记率先降低自己家雨棚，引导群众
从观望到理解再到支持。

集广村村民孙育新说：“降低
雨棚确实好，下雨的话，雨水不会
流进来了，而且这样一来，村里形
象也好了。”

在“一拆三清一改”工作中，集
广村精准把脉问题，把党建引领作
为该项工作的红色引擎，通过党员
示范带动，倡导“群众全过程参与”
机制体制，逐步引导“民资、民智、民
力”与村委工作同向而行，把以往的

“独角戏”变成现在的“大合唱”。
集广村村委委员杨乃峰说：“我

们经过走访，鼓励大家共同参与，群
策群力，卷闸村委负责喷，村民负责
洗，降雨棚需要添料的，大家添，村
委负责出工，现在雨棚整齐了，卷闸
也全部喷绘完毕，非常漂亮。”

截至目前，全村 8 处超高雨棚
已经顺利整改完毕，主干道卷闸也
全部喷涂完毕，沿线风貌得到了明
显提升。如今走在集广村，入村主
干道、小街小巷、房前屋后干净整

洁，以前的煤堆、柴堆及乱堆乱放的
杂物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清
爽的街道和优美宜居的环境。

集广村村民肖银兰说：“这两年
村里水、电、气、暖、污基础设施全覆
盖，今年又把卷闸门、门面各方面都
整治得统一漂亮，大街小巷的路灯
亮堂堂的，铺上了水泥路，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大家非常高兴。”

据了解，灵石县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实施“十乡百村”示范
创建行动，今年重点打造 3 个精品
示范村、24 个提档升级村，集广村
作为其中的提档升级村之一，以补
短板、提标准为重点，围绕群众需
求，立足村庄实际，按照“缺什么、补
什么”原则，努力实现人居环境整洁
化、基础设施便利化、公共服务一体
化、产业增收持续化、乡村治理制度
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的“六化”
标准，不断增强广大村民的幸福感
和满意度。

集广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张保国说：“今年，我们党群齐动
手，开展‘一拆三清一改’工作，群众
积极性非常高，主动参与，人居环境
大幅改观，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目
前，已基本完成摸排中群众呼声较
高的主街南路硬化、官道绿化、超高
雨棚降顶、破旧卷闸喷涂、去除小广
告、墙面喷涂、修补有碍观瞻的破旧
墙体等 7 项工作，我们将继续秉持

‘依靠群众、倾听民意、群众的事情
群众商量着办’的理念，扎实开展各
项工作。”

（郑涛）

灵石县静升镇集广村

绘就宜居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石县南
关镇师家沟村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为引领，在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的同时，充分挖掘优势资源，向土
地要效益，促进农业提质、集体增
收、农民致富。

走进师家沟村，一幅淳朴平和、
恬淡宁静的美丽乡村新画卷映入眼
帘：宽敞整洁的广场、四通八达的道
路、房前屋后绽放的鲜花，纳凉闲聊
的村民……今年该村“两委”深入开
展“一拆三清一改”行动，广泛宣传
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
当中，切实让“人居环境共整治，美
丽家园齐分享”的理念深入心间，从
而为打造美丽家园提供了强大的内
生动力。

师家沟村村委委员刘丽红说：
“在‘一拆三清一改’工作中，师家沟
村党员干部带头、全民参与，对占用
公共空间堆放的杂物、历史遗留的
垃圾进行集中清理，拆除残垣断壁
2处，共 800余平方米，大幅提升了
全村人居环境。”

村民赵保娥说：“村里现在环境
好了，人们闲时就在村里坐着聊天，

心情也好。”
村内环境美如画，村外良田产

业兴。傍晚时分，师家沟村村民师
泽雄正在田间除草，这些基础的农
活对他来说很轻松。白天上班，回
来后在村里再打份零工，让他的收
入大幅提高。

师泽雄说：“今年，我们把地流
转给农投公司了，有一份租金收入，
空闲时还能来这里打一份工，增加
收入。”

据了解，在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当中，师家沟村紧扣“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在培
育、发展、壮大产业上下功夫，积极
与禾沃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发展农业产业，拓展土地增值的最
大效益空间，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奋力打造宜居宜业、文明和谐的
美丽乡村。

师家沟村党支部副书记师志刚
说：“这次共流转了 325 亩土地，用
于种植玉米、油葵及中药材，下一
步，我们还计划发展设施农业，壮大
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肖晨辉）

灵石县南关镇师家沟村

让美丽乡村宜居宜业

本报讯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近年来，灵石县搭乘国家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政策东风，立足自然条件和
资源优势，不断发展壮大酸枣仁产业，
以链主型产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以
龙头带动打造特色产业品牌，增加酸
枣附加值，实现产业振兴、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近日，在翠峰镇回牛村，放眼望
去，一派生机勃勃、沃野织锦绣的美丽
画卷映入眼帘。一块块铺设着地膜和
防草布的地块镶嵌在整饬一新的地塄
间，在大小不一的地块上，高低各异的
一株株绿苗，精神抖擞地昂首挺立其
中；远处，挖掘机轰鸣作响，正开足马
力整饬和开辟沟壑地、边坡地。在新
栽植了幼苗的土地上，农民们三五成
组，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进行防草布
铺设工作。

据灵石酸枣仁产业园负责人张丽
俊介绍，眼前的种植基地，是灵石酸枣仁
产业园在回牛村一带打造发展的酸枣
树连片种植产业基地。从2021年至今，
该基地已经由最初的几百亩发展到近
5000亩。随着基地的不断扩大和一株
株酸枣树幼苗的茁壮成长，周边农户的
钱袋子也逐渐鼓了起来。

张丽俊说：“我们的种植基地基本
都是流转的当地农户的土地，可以带
动当地 100 多人在基地做工，日工资
100 元到 150 元，有的可以达到 200
元，农户在家门口就可实现就业。”

众所周知，酸枣全身是宝，尤其是
酸枣仁的药用价值极高，近年来，酸枣
仁产品在市场上走俏形势越发凸显。
灵石县抢抓市场机遇，依托适宜的气
候、土壤等立地优势，及丰富的野生种
植资源，在规模化、标准化酸枣种植基
地基础上，发展酸枣深加工产业，建设
高品质酸枣深加工基地，从 2021 年 8
月开始，灵石酸枣仁产业园就高标准
规划，高起点打造，按照“全产业链打
造、全价值链提升”这一目标，做好延

链补链强链的大文章，大力推进酸枣
产业向品种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
化方向发展。通过对酸枣仁、酸枣肉、
酸枣核、酸枣叶的深加工，形成产业新
链条，真正把小酸枣做成大产业、大品
牌、大市场，利用酸枣努力让村民的

“钱袋子”越来越鼓。
张丽俊说：“灵石酸枣仁产业现在

已经初具规模，从育苗种子到基地种
植，再到生产加工，已经形成一个初步
的产业链条。年育苗量近 2000万株，
不仅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种植需求，
还可以满足周边县市的种植需求，今
年我们已育苗200万株，并全部移植到

大地里了。”
据了解，从项目上马伊始，灵石酸

枣仁产业园就紧抓国家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政策机遇，立足灵石县发
展特有农业产业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
势，扭住“酸枣仁”这一高端核心产品，
大力发展种植加工一条龙全产业链。
目前，灵石酸枣仁已经获得国家级农
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成为灵石县
三大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之一。
酸枣仁产业有效盘活了农村各类土地
资源，成功带动当地农民投入产业发
展当中，这一特有产业的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不断凸显。

据悉，灵石酸枣仁产业园今年又
上了一条可以加工酸枣仁、酸枣糕、酸
枣茶叶、酸枣面的新的生产流水线，
年销售额可以达到 2000 万元左右，酸
枣产业基本形成了从种到销的产业
链条。“下一步，我们将把这 5000 亩
地采用共享模式认领出去，给热爱农
业的人提供一个亲近自然的平台，由
我们来代管种植，真正实现共享农
业，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我们将通
过酸枣这一优质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助推乡村振兴。”谈及未来，张丽俊满
怀憧憬。

（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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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枣产业谱写增收致富“大文章”

酸枣树连片种植产业基地远景酸枣树连片种植产业基地远景 赵青赵青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