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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七一”期间，左权县麻田
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成了各地党员追寻红
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的圣地，来自省内
各地的机关团体纷纷前来举行党日活
动。连日来，纪念馆内人头攒动，预约参
观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不仅是历史
的见证者，更是红色精神的传承者。在
这里，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革命的记忆，
每一丝气息都弥漫着英雄的壮志。党员
们通过参观纪念馆新旧址，深入了解了
八路军在太行山区进行华北敌后抗战的
艰辛历程，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
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伟大与力量。

大家在训练营和太行数字体验馆直
观地体验当年的战火纷飞。在训练营中，
党员们亲手体验枪支炮弹的使用，学习战
地救护、应急自救等技能，深刻体会到战

士们的艰辛与不易。在太行数字体验馆，
人们通过先进的3D、VR、DR技术，仿佛置
身于当年的战场之中，参与到了雁门关伏
击战、阳明堡伏击战、百团大战等历史战役
中，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除了丰富的展览和体验项目外，党
员们还在总部纪念馆食堂品尝以红色文
化传承为核心的“左权十大碗”等特色菜
肴，品尝美味的同时，深情缅怀那段战火
纷飞的革命岁月。

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的火爆场面
令人印象深刻。党员们在这里共同重温
了革命历史、传承了红色精神。大家纷
纷表示，此次党日活动让他们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与力量，
更加坚定了他们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
信念。

（皇甫慧卿）

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七一”党日活动火爆

红色圣地点燃革命热情

太行数字体验馆是麻田八路军
总部片区提升的重要子项目。功能
主要包含 7 个展厅。分别为：公益
馆、硝烟四起、保卫杨家庄、边区学
习班、武军寺伏击战、大生产运动、
记忆与荣耀。

智慧公益馆：展现左权抗战遗
址内容，将互动投影与遗址 MR 立
体沙盘相结合。以全景概览、沉浸
体验等不同视角领略左权抗战遗址
的丰富内容。

硝烟四起：该区以 1937 年全国
抗日战争爆发的内容为大背景，通过

裸眼3D影像内容结合AR互动与体
感互动，使观众迅速进入战争环境。

保卫杨家庄：杨家庄兵工厂是
八路军较为重要的一处兵工厂，农
户家到处藏有地雷、手榴弹、机枪、
步枪、兵工设备。1939年1月，保卫
杨家庄兵工厂这场战斗全歼日军，
大获全胜。

边区学习班：八路军除了在左权

县进行对日军的军事斗争，同时也在
社会文化宣传、民主政权组织、学习
教育等方面开展了多样化的工作，对
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努力。

武军寺伏击战：1940 年 11 月
底，为粉碎日军合击总部的阴谋。
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在辽县民兵自卫
队的有力支援下，在武军寺打了一
个漂亮的伏击战，敌36师团被阻，一

天不能东进，伤亡400人之多，我军
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敌
军的嚣张气焰。

大生产运动：敌顽夹击和连续
的旱、涝、蝗等自然灾害，人祸加天
灾，使得华北敌后抗战从1941年起
开始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八路军在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开展大生
产运动，为根据地建设奠定了牢固
物质基础。

记忆与荣耀：以《新华日报》的形
象为场景呈现，采用近场通信技术、
AR拍照技术，增强游客互动体验。

本报讯 6月27日，华能左权“风光
水火储氢”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基地二期
风光一体化（光伏 60MW）项目在左权
县石匣乡诗文沟村举行开工仪式。

华能左权二期 60MW 光伏项目占
地 92.901 公顷，总装机容量 60 兆瓦，直
流侧装机 80.655 兆瓦，容配比约 1.341。
该项目采用“分块发电、集中并网”的设
计方案，与一期共用 220KV 升压站，运
行期内年均发电量 11303.77万千瓦时，
年节约标准煤 3万余吨，减排二氧化碳

约 8.9万吨。项目投产后将充分发挥电
量支撑、清洁低碳、经济高效作用，增加
绿电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以良好的环境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开工仪式上，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纷纷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
的专业优势和团队力量，紧密协作、精
益求精，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
力保障项目高质量推进，确保工程按时
竣工。 （王鑫欣）

华能左权“风光水火储氢”多能互补综合能源
基地二期风光一体化（光伏60MW）项目开工

村美人和、业兴民富，是怎样的
一幅图景？

仲夏时节，不妨来左权县麻田
镇看一看，或是踩着田埂，闻那果蔬
芳香；或是走进革命圣地聆听红色
故事，或是踏入幽静雅致的农家小
院，听村民择菜话家常。

近年来，麻田镇紧扣省委“千村
示范、万村整治”、市委“百乡（村）示
范、千村治理”、县委“双十示范、百
村治理”安排部署，按照“一环两带
三强化”的工作思路，着力打好环境
整治、产业增收、乡村治理三大攻坚
战役，实现了人居环境整治与产业
发展、乡村旅游的有机融合，让乡村
成为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生态优先全域推进

“村更美”“水更清”，问起麻田
镇西安村村民的生活变化，朴实的
两句话里藏着满满的获得感。

步入西安村，山清水秀，鸟鸣花
香，满目清新之色。“通过人居环境
整治，不仅改善了村居条件，还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西安村驻村
第一书记于凤梅说。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行
走于麻田镇，一个个“西安村”映入
眼帘，展现勃勃生机。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
来，麻田镇坚持以“一环”治全域，即
从进入麻田镇武军寺村起，沿清漳
河至上口，过泽城、绕东峪、环窑底，
对麻田全镇 25个行政村开展“千巷
万户”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
点面结合、分类推进环境治理。

今年重点打造麻田、泽城、东
安、西安、下口、东安山6个精品示范
村（组），辐射带动其余各村集中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通过建立健
全“乡镇统筹、村级主导、挂图作战”
的推进机制，以“千巷万户”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为抓手，点面
结合、分类推进。依托清漳河沿线
村，结合总部景区、写生基地等文旅
资源优势，打造水景村，实现了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对基础薄弱的村，
从头抓起、稳步推进，开展“一拆三
清一改”，加大对残垣断壁、村庄绿
化等整治力度，做到“违退绿进、脏
退景进”，着力塑造步步皆景、处处
如画的村容村貌。

据了解，从3月份此项工作开展
以来，麻田镇共清理废旧标牌标语
等30处；清理柴堆粪堆等190处；拆
除残垣断壁10余处；新修垃圾池、围
挡等 10余个；修补破损花池、路面、
路灯、墙面、门窗等 50余处；平整河
道约 2500平方米；修剪上口村至泽
城村灌木丛、景观树11公里，补种补
栽 300余米；简易粉刷、喷涂外立面
4000余平方米；改造西安、东安等村
广场5处，篱笆整理沿线菜地400余
米。通过强化农田水利、路网水电
等基础设施，不断补齐农村基础短
板，实现村容村貌提档升级。

以业为基强村富民

富民产业是激活乡村振兴的新
动能。

麻田镇紧紧围绕左权县委、县
政府“一切为了产业，一切围绕产
业，一切服务产业”发展思路，发展
以红色太行百里画廊麻田八路军总
部旅游区、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
泽城片区为主的文旅产业带和以
下口水产养殖、东安水稻种植、核
桃种植、连翘管护为主的特色农业
产业带，大力培育“一村一业”精品
产业，以“点”示范实现麻田镇的全
域提“质”。

从 2022 年以来，左权县历时两
年打造麻田八路军总部 4A 级红色
景区，从原来的一旧址一展馆拓展
到现在的“一心一园一馆一带两
区”。去年6月，总部片区一期开园，
日均千人次的游客量使得麻田红色
文旅迎来“质”的飞跃，带动全镇直
接就业 200余人，1000余户增收；今
年5月，总部景区全面投运，数字馆、
射击馆、VR技术、无人飞机等场景
运用，让“科技+”助推麻田红色资源
更红更靓，仅“五一”小长假期间，麻
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接待参观人数
达5.6万人次；7月，十字岭战役历史
文化园建成运营，将进一步扩大“红
色左权”的知名度、影响力。

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作为中
国北方规模最大、配套设施最完善、
接待能力最强、合作院校最多的综
合性写生基地，开营至今，基地已与
10个省份95所高等院校和134所艺
术机构签订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泽
城片区去年接待 10余万人次，直接

带动村民就业 100 余人，间接带动
500余户实现增收，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壮大。写生基地更是入选山西唯
一一个文化和旅游部全国乡村振兴
优秀案例。今年，写生基地二期雕
塑馆、水彩画馆、超写实油画馆陆续
投运，植入的无人巴士、无人售卖
机、无人飞机等新业态让写生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更具活力。

目前，全镇共种植核桃树 5.5万
亩，通过核桃树托管，实现亩均增产
50 公斤，户均增收 1000 余元；建设
了核桃产业示范基地，进行品种改
良和产品研发，形成“种—管—收—
售—加工”全链条发展。今年又上
马了核桃冻干、清水系列产品生产
线，核桃精深加工能力不断提升。

麻田镇在东安等村种植有机水
稻 500 余亩，亩产 700 余公斤，亩均
收入近 3000 元。建有 3 个育秧大
棚，1个水稻精深加工帮扶车间，推
广“麻田高端稻米”品牌走向市场。

利用清漳河水源，在下口村养
殖“高山冷水蟹”120亩，一经上市，
供不应求，实现亩均收入达 1.2 万
元，安置带动本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30人，人均年增收 1万元，壮大村集
体经济10万余元。

发展连翘产业，建设加工基地，
管护连翘11.8万亩，实现“产—加—
销”一体链式发展，打响叫亮“左权
连翘”品牌，连翘产业带动全镇3000
余采摘户户均增收1300元。今年又
在泽城村发展 5000亩连翘种植，不
断壮大村集体收入，增强乡村经济

“造血”能力。

善治善为赋能振兴

2023年，泽城村被农业农村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认定为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麻田镇以泽城村为引领，以“三
治三强”为抓手，推进全镇精神文明
建设和乡村治理，建设宜居宜业宜
游的和美乡村。一是强化“政治”引
领。结合全党上下开展的党纪学习
教育，对基层党组织坚持晾晒督考、
协同联动、示范带动，切实建强基层
组织。二是强化“法治”保障。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网
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加强民主法
治建设，引导村民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靠法。三是强化“德
治”教化。加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挖掘、传承与发展，塑造麻田人
民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创新开展

“我们的村晚”“农民运动会”等文化
活动，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涵养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2023年，泽城村凭借着写生、光
伏、水电、核桃四大产业，集体经济
实现了151.4万元的突破，写生产业
带动大量游客涌入，全村水电路网
的基础设施一步步完善，村民家门
口就业收入越来越高。而且，艺术
点亮乡村的同时，村民们的观念、素
质也在潜移默化发生改变，大家自
觉爱护环境、规范停车、讲文明话、
办文明事，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今年，麻田镇一是擦“靓”乡村
底色，建成 6个精品示范村组，实现
一村一景、一村一韵。到2027年，将
建成 8个精品示范村组，辐射带动 8
个村完成综合治理，全镇所有村实
现干净、整洁、有序。二是振“兴”乡
村产业，推动麻田文旅产业带全面
开花。总部景区、写生基地泽城片
区、十字岭战役历史文化园投运将
为麻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民宿、
餐饮、地摊经济等为村民就业提供
更多机会，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家
门口”就业。核桃、水稻、水产、连翘
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以
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带
动 更 多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 三 是 晋

“润”乡村乡风，充分利用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惠
民活动，发挥“一约四会”的作用，
以村规民约规范行为，全面推进移
风易俗、成风化俗。干部合心、工
作合力、邻里和睦、村风和善、村庄
和美、社会和谐的“和”文化蔚然成
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显著提升。

“我们将持续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循序渐进，集中力量办好
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麻田镇党委
书记梅世明表示，下一步将锲而不
舍、久久为功，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
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棒接着一
棒跑，进一步扬优势、创亮点，力争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中走在
前列，做出表率，为乡村全面振兴贡
献力量。

让乡村成为令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 麻田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 6月28日中午11点30分，
走进左权县寒王乡上其至村日间照料中
心，环境整洁，各类设施设备一应俱全，
20 余名等待就餐的老人们正围坐一圈
闲话家常。该中心投入使用以来，每天
为村里20余名老人免费提供一日三餐。

“在这里吃饭热闹，胃口也好。”村民
刘汉青边吃边介绍道，从前自己在家做
饭，一个人不好把握菜量，常常做一次，
就要吃上一整天，既不新鲜也不健康。
来中心就餐以后，每天面食、饭菜、面点
都轮着点，营养健康也干净，挺好。

村民王宪江是这里的厨师，他拿手
的烩菜，十分受老人们欢迎。他说：“每
天我们都用新鲜的蔬菜、肉、大米，给老
人们做饭，力求他们在这里吃得开心、放
心。”在王宪江看来，自己在这里工作，既
能发挥所长为老人们服务，同时也能在
家门口挣得一份收入，一举两得。

上其至村党支部书记王德飞说：“日
间照料中心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
举措，为空巢老人送去温暖，也为忙于
工作、无暇照料老人的子女们解决了后
顾之忧。让更多老人找到自己的‘幸福
驿站’。”

寒王乡石港口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提档升级改造工程也已接近尾声。在
施工现场，工人师傅们细心地打磨着每
一个角落，确保每一处都符合老年人的
生活习惯和舒适要求，力争打造一个温
馨、惬意的幸福家园。

“提升后的日间照料中心除了有配

套的老年助餐服务外，还增加棋牌桌椅、
健身器材等休闲娱乐设施。”石港口村党
支部书记冯春军介绍说，接下来，将持续
推进日间照料中心提档升级，以扎实、暖
心的举措，全力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多层
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让老人们能够就近
就便享受到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让“养
老”变“享老”。

“预计到10月底前完成对全县61个
已建成的日间照料中心提档升级。升级
后，日间照料中心环境更加舒适，设施更
加完善，服务更加周到，为农村老年人提
供助餐、休息、康复、娱乐等多样化的日
间照料服务。不断满足农村老年人生活
需求和精神慰藉，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和
幸福指数。”左权县民政局养老股科员李
梦圆介绍说。

养老服务是一项涉及群众福祉的民
生实事。为进一步扩展服务功能，提升
服务能力，今年以来，左权县科学规划，
制定了精细的日间照料中心提档升级改
造方案，要求在原有建筑面积不少于
150 平方米、床位数不低于 10 张、设置

“四室一厅”功能室标准的基础上，实施
新一轮餐厅改造、厨房设备更新、文化娱
乐和生活服务设施配备等内容。进一步
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为留守老人
搭建亲情化、人性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平台，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努力让日间照
料中心成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老有所乐的幸福家园。

（崔丽娟）

乡村日间照料中心让“养老”变“享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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