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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
防汛关键期，祁县超前部署、落实责
任、排查隐患、强化调度，利用智慧水
利大数据平台，实现河道、水库水位、
雨水情变化等实时监测，进一步提升
全流域一体式智慧管理信息化水
平。同时，加快推进水利、防汛工程
项目建设，把防汛需求和河道生态修
复综合治理工程相结合，筑牢防汛

“安全堤”。
在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正紧锣密

鼓地调试智慧防汛系统。该系统深
度融合了气象雷达、卫星云图及实时
雨水情信息，对乌马河、昌源河流域
及子洪水库等关键防汛点进行全方
位监控。一旦检测到水位异常上涨

并超过预警阈值，系统立即自动绘制
风险等级图，并在地图上精准标注警
报位置，有效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度
和时效性，为防汛决策提供坚实的数
据支撑。

祁县昌源河防洪流域平台采用
的是新一代非接触式智能监测技术、
数值模拟技术、三维仿真技术，实现
监测——预报相反馈、气象预报——
洪水预报相耦合、调度预演——模拟
仿真相结合，有效提高洪水预报精准
度、延长洪水预报预见期、增强调度决
策的科学性，形成小流域防汛“四预”
体系总体框架。汛期，县水利局将根
据信息化平台远传数据和实时监测，
实施动态跟踪。如果一小时降雨强度

达到40毫米-50毫米，县水利局将对
有可能发生山洪的地区发出预警，配
合各部门做好转移、避险工作。

与此同时，祁县还加快推进水利
与防汛工程项目建设，将防汛需求与
河道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工程紧密结
合。在昌源河贾令桥至入汾口段生
态修复工程现场，工人们正紧张有序
地进行钢筋绑扎、支模等作业，全力
推进工程进度。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预计 9
月可全面通车。

祁县昌源河贾令桥至入汾口段
生态修复工程总投资 9568.67 万元。
建设内容为堤防加高加固9.6千米、拆
除 阻 洪 漫 水 桥 3 处 、河 道 清 障 约

238690立方米、清淤量约 875336立方
米、沿河两岸道路硬化工程总长
16513米，新建分水闸 4座。项目建成
后，将有效改善河道生态环境，方便市
民出行，形成榆祁高速水利长廊、景观
长廊，最终实现昌源河“风光美起来”。

此外，祁县还立足“以防为主、防
住为王”的原则，严格落实防汛责任
制度，强化值班值守。水利、气象部
门密切协作，及时发布水库蓄水及天
气情况信息。同时，对 7河 2渠、6座
水库及 77处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区域
进行全面巡查检查。各类防汛应急
物资储备充足，抢险应急队伍随时待
命，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响应、
有效处置。 （武晓雯 范嘉浩）

超前部署 落实责任 排查隐患 强化调度

祁县精准施策筑牢防汛“安全堤”

本报讯 连日来，在祁县城赵
镇丰固村，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
披上了金黄色的外衣，1600亩玉米
迎来了采收期。

身披“红装”的大型玉米收割机
和农用运输车开足马力，在田间来
回穿梭，一排排挺立着的玉米植株
连秆带穗被卷入机械中，摘棒、剥皮
等流程一气呵成。“今年推广这种黑
玉米，效益挺好，让我们的腰包更鼓
了。”村民温建伟说道。

今年种植黑玉米，丰固村采用
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的
方式，选用优质种子，严格控制种植
密度和土壤肥料；利用滴灌和水肥
一体化，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产
量；坚持科学使用肥料和农药，保证
玉米产量和品质。

玉米不仅种得好，还要卖得
好！玉米产业链该如何拓展？如
何在丰收的基础上增加附加值，进
一步提高种植户收入？丰固村自
有妙招。

“现在采用全自动收割机收割，
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每亩地能卖
2500 元到 3000 元。”山西汇禾食品

有限公司采购段广康坦言。
丰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段德杰介绍，在黑甜玉米秸秆加
工基地，通过二次回收，将秸秆用收
割机运回加工基地进行打包，并销
往内蒙古、河北奶牛场。以前甜玉
米收割都是靠人工，一亩地得三四
百元人工费。

玉米果实收割完后，就被直接
运往食品加工车间，送上生产线，不
隔夜存放。仅需 3 个小时，在经历
多个程序后，黑玉米打包完成装箱
发往各地。

山西汇禾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聂婉梅说：“我们的销售渠道线上线
下都有，线上通过直播电商、货架电
商销售，线下直接发往水果批发市
场、商超。”

一穗糯玉米，串起产业链中下
游企业，带动产业提质、企业增效、
农民增收，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新活力。下一步，丰固村将立足
城郊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高附
加值的农作物，积极谋划产业结构
调整，打造既具颜值又具内涵的宜
居村庄。 （冯慧宇）

祁县城赵镇丰固村

“金”玉米串起乡村振兴好“丰景”

本报讯 8月2日，在祁县古县
镇腾达农耕生态园，工作人员在西
红柿酱自动化生产线上，清洗、分
拣、制浆、灌装一气呵成。

今年 5 月，祁县腾达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引进了西红柿酱、辣椒
酱自动化生产线，从源头采摘、加
工、销售到上门送货，全流程一体
化，不仅带动了农民就业，也为消费
者提供了优质的绿色食品，实现了
农产品价值最大化。

目前，合作社已经形成成熟的
运营模式，围绕“农工商游学养”六
个字，一产变六产，多个业态抱团
发展，助力农业和相关产业深度
融合，唤醒农业在教育、旅游、科
研、文化方面的多元功能，充分发
挥已有的市场吸引力，客源引流进
村入户。

东城村依托祁县腾达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

农耕体验，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提升农业附加值，带动 70 余人
就业，有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祁县腾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 2007 年，主要开展瓜果
蔬菜种植、乡村旅游等业务。通
过多年的发展，合作社成员由最
初的 13 人发展到现在的 101 人，
资 产 由 原 来 的 188 万 元 增 加 至
2000余万元。

近年来，东城村坚持党建引领，
立足特色资源，延伸特色产业链条，
在“生态+产业”的加持下，呈现出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之景。下一步，东城村将
在酥梨深加工上做文章，新建梨产
品加工基地，开发烤梨罐头、秋梨
膏、梨汁等产品，弥补祁县无酥梨深
加工的产业空白，为全县未来产业
发展谋求新的发展方向。

（范金宇）

祁县古县镇东城村

“生态+产业”赋能增收致富之路

本报讯 为更好地服务老干部，
引导老干部发挥优势作用，助力祁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祁县
县委老干部局提出“四个精准”工作方
法，推动老干部工作再上新台阶。

精准谋划摸实情。结合“七一”建
党月，对离休干部进行入户走访，深入
了解老干部的需求和现状，更新个人
信息和服务需求数据库，确保服务方

向明确、服务管理到位。
精准施策出实招。根据老干部的

个性化需求，制定“一人一策”服务措
施，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方案。
对于不能自理的老同志，重点联系医
疗部门加大上门服务频次。对于在农
村和外地居住的老同志，老干部工作
者要加大走访和电话联络频次，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亲情关怀。

精准落实求实效。组织有代表性
的老同志进行问卷调查，梳理出“为老
干部提供更好的活动场所、为涉老社
团提供帮助、增加对老干部的走访频
次”等意见建议。针对梳理出的意见
建议，县委老干部局立即行动，在活动
中心新增两个室外乒乓球桌，为每个
活动室悬挂防蚊门帘，在老年大学为
竞新艺术团提供活动场所，新增根据

老同志需求随时走访的规定。针对老
干部提出的诉求，第一时间积极回应，
能及时办理的及时办理，需延期解决
的做好解释和解决期限承诺，确保服
务工作做到位。

精准服务创实绩。以需求为导
向，为老干部提供亲情化、个性化、多
样化的服务，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
工作态度，推进为老服务政策落实
落地。老干部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
受到老同志的一致赞誉，不仅提升
了工作人员为老服务的决心和信
心，更确保了服务的靶向性、精准度
和实效性，提升了老干部的满意度
和幸福感。

（吴银梅）

祁县县委老干部局

坚持“四个精准” 提升老干部工作水平

本报讯 “每次到开发区窗口办
理业务，工作人员都非常耐心，尤其是
最近办理施工许可手续，他们急企业
所急，最大限度地容缺办理，专业高效
贴心的服务让我们非常安心。”7月 22
日，晋中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将印
有“精简高效零距离 帮办代办暖人
心”的锦旗送到祁县经济开发区企业
服务中心，答谢窗口工作人员热情耐
心、专业高效便捷的服务。

今年以来，祁县经济开发区精准

把握企业诉求，持续提升办事效率，推
动助企服务“零距离”。

主动对接、全程跟进，综合窗口更
便捷。针对企业办事立等取证的诉
求，窗口工作人员通过提前预约、办事
提醒、主动对接等方式，强化与企业间
联系，推动企业办事立等取证，极大地
缩短了办事时间、提升了办事效能。
截至目前，办结手续32件，实现立等办
结率为100%。

聚焦民意、强化联通，政务服务更

智慧。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坚
持从企业和群众视角出发，根据“高效
办成一件事”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一
窗通办”“一网通办”改革，把“高效办
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
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加强整体设计，强
化部门间和部门内沟通交流，注重改
革引领和数字赋能。

数据多走网路，群众少走马路，全
代办服务范围更广。提前介入，靠前
服务。在服务企业过程中，按照帮办

代办服务规范化、标准化要求，制定规
章制度，明确工作职责、范围，细化工
作流程、服务内容，将全代办服务融入
政务服务体系，提供“一对一”全流程
免费帮办代办“0+N”服务，即企业

“零”跑腿，帮办代办“N”次服务，多措
并举帮助办事企业，实现企业“入门即
办、省时办完”。升级“赋权+派驻+代
办”模式，对服务事项进行优化完善，
水电气热网等市政工程接入、改建，高
新企业申报、专利申报等事项纳入全
代办清单。今年以来，共代办事项 23
件，办结率为100%。

下一步，祁县经济开发区将进一
步加强政务服务渠道建设，推动线上
线下融合，力求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办
事流程最优、办事材料最简、办事成本
最小。 （李涛）

祁县经济开发区

精简高效“零距离” 帮办代办暖人心

防汛减灾 全力以赴

7月30日，祁县贾令镇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赛在贾令村开赛。本次
比赛，由贾令镇党委、镇政府主办，贾令村委会、丹枫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将持续至8月9日。 冯慧宇 摄

连日来，在祁县昌源河、乌马河生态修复治理
苗家堡段，成群结队的白鹭时而腾空而起，时而寻
觅鱼虾，构成一幅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白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大自然的“生态
检验师”，它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被称为“大气和
水质状况的监测鸟”，享有“环保鸟”的美誉。

范金宇 摄

西红柿酱自动化生产线。 范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