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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建设不仅是民生大事，还关
乎城市品质的提升，更是惠民便民、稳定
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今年，灵石县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城区新增停车位 1000
个以上，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灵石
县静态交通停车场建设工程人民公园停
车库项目便是其中之一，目前该项目正在
快速推进。

近日，在位于县人民医院旧址的灵
石县静态交通停车场人民公园停车库项
目施工现场，深达 5.5 米的主体基坑内，
筏板基础钢筋施工已经完成，50 余名施
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等作业，为下

一步的混凝土浇筑做足准备。
在项目现场，负责人薄红卯介绍，该

项目自年后正式开工建设，5月完成土方
开挖及基坑支护，现阶段正在进行主体钢
筋绑扎、模板支设。预计 9月底前完成主
体施工任务，整体工程预计 11 月底前全
部完成。

据了解，该工程结构形式为现浇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工程耐火等级为一级，
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地下防水等级为一
级。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建筑工程、装饰工
程、采暖通风、电气、给排水、弱电、消防报
警、消防喷淋安装及人防工程等。工程地

下建筑面积 9116.83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 330.25 平方米，人防建筑面积 3056.09
平方米，工程平时作为车库及设备用房，
车库地下一层，层高4.5米，项目建成后可
停放车辆196辆，其中无障碍车位3个、充
电桩30个。

“我们克服施工场地有限、项目交叉
作业多等不利因素，将现场划分为 4个流
水施工段，保证各项工序有序进行。为有
效应对汛期，项目部与一线施工人员抓住
黄金施工期，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加班加
点，全力推进项目早日建成投运。”薄红卯
说道。 （郑涛）

实施惠民便民工程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 灵石县静态交通停车场建设工程人民公园停车库项目进展顺利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石县梁家墕乡在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中，聚焦群众所思、
所愿、所盼，按照“群众事群众议、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原则，启动了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以实
际行动为描绘和美乡村新画卷增墨添彩。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连日来，在梁家墕乡
梁家墕村道路提质工程现场，施工人员紧锣密鼓
地进行水稳层铺设作业，压路机来回穿梭，施工
人员不时对不够平整的地面进行整修，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

为确保摊铺作业顺利开展，施工单位管理
人员及时指导现场机器做好调试、测量放线、
纵坡调整等工作，向作业人员交代各项技术指
标的保证方法和安全生产等相关注意事项。
监理单位管理人员在现场对摊铺厚度、集料配
比、碾压质量和检测试验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督
审查，力保施工质量。

山西领旭建设有限公司梁家墕村道路提
质工程现场负责人刘旭东介绍，梁家墕村道路
提质工程全长 900 米，路面宽 7 米，共投入 20 余
人 7 台机具。施工人员顶烈日、冒酷暑，在确
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工程进度，争取
早日建成这项民生工程，让百姓走上安全路、
放心路。

提质改造的这条路是梁家墕乡的主要交
通路线，过去因年久失修，出现了路面裂痕、
局部坑洼深陷、破损等问题，给村民出行带
来 极 大 不 便 。 今 年 借 着 学 习 运 用“ 千 万 工
程”经验的契机，梁家墕乡积极筹措资金，高
标准、高质量对主干道进行改造提升，改善
路况水平，保障行车安全，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修的是路，连的是心。村民们看着家门口
的道路被拓宽、铺平，纷纷点赞支持。村民刘兰
生感叹：“以前的路坑坑洼洼，实在不好走，现在
这项惠民工程开工了，路修平整了，我们出行更
安全了。”

全县“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动开展以来，
梁家墕乡严格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
本着“群众事群众议”的原则，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科学谋划民生项目，统筹利用“一事一议”、
民生事务和衔接资金，实施梁家墕村主街道人
居环境提升工程、户通路及路灯亮化工程和道
路提质工程。同时，按照村企结对帮扶工作安
排，积极与帮扶企业灵石天聚富源煤业有限公
司对接沟通，建立“村企联动”工作机制，协商落
实具体工程项目，合力推进提档升级村建设。

下一步，梁家墕乡将深入推进“十乡百村”
示范创建行动，科学合理统筹各类资金，充分发
挥好项目建设对改善民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杠杆作用，让“千万工程”经验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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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4日，早晨不到 8点，灵石县翠
峰镇陶家山幸福小院已是一片温馨景
象。院内陆续迎来了笑颜如花的老人，
他们或步履蹒跚，或精神矍铄，共同汇聚
在这片充满关怀的小天地里。

连日的高温酷暑，并未阻挡老人们
享受美食的热情。小院内，一碗碗热腾
腾的馒头、一碗碗清爽的米汤、一盘盘精
致的凉菜，还有营养丰富的鸡蛋，构成了
一顿温馨的早餐。老人们围坐一堂，边
吃边聊，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

村民王凤莲说：“这个小院真是我们
老年人的福音！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吃饭
问题，还让我们吃得营养均衡，心里真是
暖洋洋的。”

今年以来，灵石县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以幸福小院为载体，探索出一
条独具特色的助老新路径。用小院子

托起大民生，如今，幸福小院不仅拉近
了乡情，也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

“议事厅”。
村民杨双钉难掩内心的激动，说道：

“村干部经常来我们小院，大家有啥诉
求，一反映就能得到及时解决。”幸福小
院把村民们的心聚在了一起，形成了“共
同参与、共同商议、共同享受”的乡村治
理新格局。

据了解，幸福小院是由村里老党员
无偿提供的房屋改建而成，属村建村营
模式。小院虽小，但功能齐全，除了提供
助餐服务外，还设有活动室、休息室，并
配备了急救药品和监控设施，确保老人
们的身心健康与安全。

翠峰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田
登云表示：“自4月1日投运以来，幸福小
院受到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老人们在

这里互相照顾、相互关怀，邻里关系更加
融洽。我们将继续努力，把幸福小院办
得更好，让老人们在这里真正感受到家
的温暖和幸福。” （郑涛）

幸福小院托起幸福

本报讯 今年以来，灵石县坚持
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的“先手棋”，聚焦垃圾清
扫、收集、运输等重点环节，通过五域
综合治理、垃圾不落地、全域清洁直
运三次改革，初步探索出一条生活垃
圾“村普扫、定点收、县直运、资源化
处理”的全流程管理模式，全县农村
人居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管理水平显
著提升。

背街小巷整治一直是乡村环境卫
生管理的重要内容，静升镇尹方村作
为今年全县“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
动 83个提档升级村之一，按照近期灵
石县《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工作方
案》要求，加大了清扫保洁区域，由过
去的“只扫主街、不扫小巷”变为现在
的“村域全扫、巡回保洁”，彻底消除了
区域死角。

尹方村村委会委员曹海亮说：“实
行‘村普扫’模式以后，我们把清扫区
域划分到人，要求各保洁员每日对责

任区域进行一次全覆盖普扫，再进行
8 小时巡回保洁，通过这样行之有效
的措施，实现生活垃圾应收尽收、日
产日清。”

“村普扫”完成后开展“定点收”，
各村根据人口数量、交通条件、地形地
貌、居住密度等因素设置固定收集点
位，既要方便居民投放，也要方便垃圾
运输。保洁员普扫后将生活垃圾收集
至固定收集点，并由各村委负责点位
日常运行及专人管理，把以往“自主投
放”变为现在的“集中收集”。

曹海亮介绍，尹方村通过“撤桶并
点”行动，撤销了沿街可视范围内的其
他垃圾桶，由原先分散布置的 59个垃
圾桶（池），合并为 9处垃圾点，杜绝了
垃圾桶游街现象，在提升规范管理水
平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垃圾点的
收运效率。

此外，灵石县作为以工业经济为
主的产煤大县，为有效规范垃圾管理
处置，此次直运改革将企业和农村统

筹考虑，153户规上企业和 192个行政
村全部纳入“县一次直运”体系，由县
属国企灵石县恒益环卫保洁服务有限
公司全权负责、微利运行，在企业生产
区、生活区和办公区设置垃圾固定收
集点位 830个，确保各类垃圾全收集、
全直运。

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园
区主管温红霞说：“以前我们找第三方
公司处理垃圾，一年就得花费十几万
元，自从灵石县恒益环卫保洁服务有
限公司统一负责清运垃圾后，不仅清
运及时，而且费用还低，为企业发展创
造了良好环境。”

据了解，今年6月灵石县全面铺开
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工作，核心就
是将先前“村清扫、镇收集、县转运”模
式调整为“村普扫、定点收、县直运”模
式，解决“此村垃圾倒入彼村，倒入路
旁、河道等公共区域”的问题，不仅实
现了农村全域清扫保洁，也规范了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和集中收集，从机制

上减轻了“二次分拣”压力，通过直运
从流程上、设备上避免了运输途中乱
倒、垃圾跑冒滴漏等“二次污染”问题，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效率全面提速。

灵石县恒益环卫保洁服务有限公
司直运队队长任耀明说：“公司将全县
153户规上企业及 192个行政村，共计
830个固定收集点位全部纳入‘直运’
范围，以乡镇为单元，就近统筹、串点
成线，综合考虑垃圾收集点位分布、日
产量和现有运力，科学规划直运线路
26条，每条线配备 1台垃圾车、1名司
机和1名跟车工，每天将垃圾直运至鑫
和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从6月4日至7月15日，灵石县恒
益环卫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共出动清运
车辆 1092 车次，累计处理垃圾量达
3355吨。垃圾清洁直运工作的顺利开
展，也标志着灵石县农村生活垃圾从
粗放式清收转入全域化清扫、精细化
收集、快速化运输阶段。

（郑涛）

灵石县

创新垃圾管理模式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7 月 10 日，在灵石县夏门镇许家
店村，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正如火如荼
地进行中。装载着滚烫沥青的工程车
已在道路沿线提前待命，随着工作人
员的精准操作，2台摊铺机自许家店桥
缓缓向梁家圪塔桥推进，进行着最后
一道细油铺设工作。紧随其后，压路
机轰鸣着对路面进行压实，确保每一
寸路面都坚实平整。

工程负责人王向峰说：“自 4月初
开工建设以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至
6月底已顺利完成路基以下部分的工

程。现在，我们正全力以赴进行沥青
铺设，2台摊铺机与 6台工程车并肩作
战，力争在当天完成许家店村800米的
铺设任务。”

据悉，2022 年，夏门镇已有 14 个
行政村实现了清洁取暖，仅余夏门村
与许家店自然村尚未覆盖。为彻底改
善镇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镇
区环境面貌，夏门镇积极启动了包括
供热、供水、排污在内的综合管网改造
工程，惠及 958 户家庭，覆盖面积达
12.59万平方米。

夏门村村委会委员王保山说：“以
前，村民们冬天取暖主要靠煤泥，不仅
效果有限，还常常导致垃圾遍地，极大
地影响了村容村貌。这次供热管网改
造完成后，环境将得到彻底改善。”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中，
夏门镇按照“特色产业强镇、生态旅游
名镇、宜居美丽集镇”的总体要求，从
环境整治入手，以散煤清零、垃圾清
运、污水处理为突破口，全面强化项目
建设。目前，镇区管网续建、主街道路
面硬化、永宁堡修缮等9个项目正有序

推进中，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画卷正
徐徐展开。

夏门镇副镇长燕学杰表示：“下一
步，将深入推进‘十乡百村’示范创建
行动，不断提升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和
乡村治理水平。通过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积极协调，确保所有在建项目
如期完工；同时，充分利用夏门古堡
等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
业；进一步发挥幸福小院议事平台作
用，倾听民意，激发群众参与集体事务
的积极性。” （郑涛）

管网改造绘新篇 宜居小镇展新颜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进灵石
县图书馆，一进馆，清凉之气瞬间
拂面，馆内书香浓郁，市民与学生

们正享受着这份独特的“充电+避
暑”时光。

今年暑假，灵石县图书馆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读书热潮”。闫宏
瑞，一名即将步入高中校园的 16
岁少年，几乎每日必至，他坦言：

“这里书刊丰富，环境优越，学习效
率倍增。”而大学生史嘉欣也对其
赞不绝口：“图书馆的氛围让人沉
浸，学习效率显著提升，是我学习
的好去处。”

馆内藏书种类繁多，从学习辅
导资料到报纸、小说、童话、漫画、
杂志等应有尽有，满足了各年龄段
读者的阅读需求。据工作人员介
绍，随着暑期的到来，图书馆的人
流量与借阅量均显著增长。为此，
图书馆不断优化服务，确保空调全
天候开放，并精心划分阅读区域，
确保每位读者都能在舒适的环境
中享受阅读的乐趣。 （赵青）

灵石县图书馆暑期成避暑“充电”好去处

夏日炽热，热浪滚滚，全国多
地拉响高温警报，灵石县亦难逃

“热情”拥抱，正式步入盛夏的“炙
烤模式”。在这炎炎夏日里，一股
强劲的“清凉经济”之风悄然兴
起，为市场带来了丝丝凉意与勃
勃生机。

在灵石县的家电市场，空调、
电扇等夏日必备品成为焦点，各
大电器商城内，这些“清凉家电”
被精心陈列于显眼位置，吸引着
络绎不绝的顾客驻足咨询。进入
7月，随着高温的持续，商家与品
牌商携手，推出了一系列促销措
施，有效激发了市民对制冷设备
的购买热情。

“我选购空调的首要条件是能
耗低。”市民吴迪和妻子连跑了几
家商场，只为挑选一台既节能又高

效的空调，“要践行节能减排，从选
择家电入手做‘环保人’。”

不难发现，如今消费者在选
择家电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制冷
效果、环保性能、节能指标及静音
设计。市场上，空调产品不断迭
代升级，机身日益轻薄，设计愈发
精巧，既满足了实用需求，又兼顾
了审美追求，赢得了消费者的广
泛好评。

空气循环扇等新型风扇产品
同样备受青睐，尤其是人性化的设
计与良好的制冷效果，深受老年群
体喜爱。而迷你小风扇则以其小
巧便携、价格亲民的特点，成为年
轻人夏日出行的时尚配饰。

除了家电市场，消暑食品领
域也是热闹非凡。雪糕、冰镇啤
酒等清凉饮品成为市民解暑的首

选。同时，随着气温的攀升，各类
清火降暑的饮品也纷纷上市，受
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饮品店纷
纷推出应季新品，结合线上线下
渠道，开展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
吸引了大量顾客光顾。

此外，时令水果的上市也为
市民的“果盘子”增添了丰富的选
择。西瓜、葡萄等水果以其甘甜
多汁的口感，成为夏日里的明星
产品，销量持续走高。外卖平台
也迎来了订单高峰，无论是清凉
的饮品还是新鲜的水果，都通过
外卖小哥的辛勤奔波，及时送达
市民手中。

在这炎炎夏日里，“清凉经
济”不仅为市民带来了凉爽与惬
意，更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
动力。 （赵青）

高温天催热“清凉经济”

学生们在清凉的图书馆内学习。 赵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