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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志敏）就业是
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近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今年 1 至 6
月，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全省促进高质
量充分就业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创业工作推进会议、人社工作会议
精神以及市委、市政府稳就业工作安
排部署，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兜牢就
业保障底线，有效稳住了晋中就业基
本盘。截至 6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 1.99 万 人 ，完 成 年 度 任 务 的
55.53%，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脱贫
劳动力务工就业9.56万人，超额完成
全年任务。

强政策拓展就业空间。我市坚
持就业优先政策，积极落实一次性吸
纳就业、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政策，
制定了高校师生创业融资贴息、创业
培训、创业大赛奖补和大学生一次性
求职创业补贴等系列化配套政策。
今年 1至 6月，全市支出就业补助金
4724.42 万元，惠及下岗失业及困难
就业人员 1.19 万人次。深入挖潜政
策性岗位，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招聘
1687 人，同比增加 10%，开展大学生

“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帮扶率

达100%。
高层次举办招聘活动。瞄准我

市大学城 21 所高校 8万余名毕业大
学生，我市实施“订单式”访企拓岗、
针对市场就业需求，列出“需求清
单”，“点对点”组织对口高校对接，为
不同层次、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高
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精准化择业选
择。5月11日，由市人社局承办的晋
中市政府“市校协同、才聚晋中”大学
城就业招聘会在太原师范学院举
办。市校对接、校企合作，市县两级
政府和综改区晋中开发区负责人登
台宣介招才引才优惠政策，组织 316
家用人单位参会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4953 个，驻市高校 4000 余名高校毕
业生参会洽谈，达成初步聘用意向
1294人次。高频次精准对接山西传
媒学院、山西晋中理工学院、山西中
医药大学、晋中学院等 9 所高校，组
织 1847家企业开展就业服务进校园
活动，提供岗位 5.11万个，入场求职
人数 2.33万人。截至 5月底，我市开
展“春风行动”“乡村振兴”“就业服务
进校园”等线下线上专项就业招聘活
动 146场次，提供就业岗位信息 7.13
万个，入场求职人数 5.67万人次，达

成初步意向6409人。
精准化提升技能培训。我市将

脱贫劳动力纳入职业技能培训重点
群体范围，以就业为导向，优先对符
合条件的脱贫劳动力开展“订单、定
向、定岗”式培训，促进脱贫劳动力掌
握一技之长，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和稳
定性，提高工资性收入。1至6月共培
训各类人员1.19万人，其中农村转移
就业劳动者 496 人。其中榆社古建
开展培训 30 人，我市开展“订单式”
培训 115人，市校协同开展大学生创
新类创业培训6191人，晋中大学生创
业园在孵大学生创业实体63家。

全覆盖完善服务体系。我市将
就业社保服务网点全覆盖和就业服
务提质增效有机结合，将零工市场、
乡镇（街道）服务站、村（社区）服务
网点及省外劳务服务站贯通融合，
提供零工岗位 2794 个，服务零工
2166人次，达成意向的 704人。制定
了统一服务事项清单，推动在家门
口做好服务保障。目前，我市 11 个
县（区、市）布设就业社保服务点
2326 个，其中乡（镇、街道）服务点
127个，村（社区）服务点 2199个。

（下转第4版）

我市上半年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当前，水资源
短缺已经成为制约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瓶颈，这
一问题在我国中西
部地区显得尤为突
出。走访中，记者
了解到，在再生水
水 权 交 易 改 革 之
前，灵石县的地表
水 取 水 已 趋 近 饱
和，地下水形势同
样不容乐观，再加
上水资源的刚性约
束，拓宽水渠道、丰
富水来源已经成为
形势所迫、发展所
需，而水量稳定、有
待开发的再生水成
为不二之选。

近几年，灵石县通过新
建污水处理厂、铺设再生水
收集输送管网、促进再生水
水权交易、鼓励企业使用“中
水”等系列举措，让再生水成
为稳定可靠的新水源，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水资源困境。

但任重道远，仅靠政府
单向出售再生水远远不够。
灵石县水利局副局长贺瑞勋
介绍，虽然只是第一次改革，
但迈出的步子是比较大的。
目前，灵石全县处理再生水
1000 多万立方米/年，已有
741 万立方米用于企业生
产，其余部分都排入附近河
道作为生态补水。这也就意
味着，之后，再生水的开发空
间将逐渐缩小。那么未来还
有哪些出路？（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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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手 记

签约全国首单再生水水权有偿出
让协议，破除企业取水困境；

建成 67.787 公里的再生水管网，
将水源输送至生产一线；

节 约 淡 水 资 源 1000 余 万 立 方
米/年，实现经济、生态双向互动……

从“无水可用”，到变“水瓶颈”为
“水支撑”“水保障”，灵石县以一马当
先的魄力，首开全国再生水水权交易
先河，锚定“全收集、全处理、全利用、
全交易”目标，不断深化完善再生水
交易利用机制，实现了经济、生态、社
会效益全面突破，蹚出了一条可推
广、可复制的灵石路径。

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灵石
县，是全省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水资
源匮乏，供需矛盾突出，全县年取水量
缺口超2000万立方米。如何破除水资

源困境，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该
县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水源落实不了，许多项目都无法
上马。但是受自然条件限制和水资
源利用的刚性约束，短期内全县已没
有可供生产使用的常规水源。”灵石
县水利局副局长贺瑞勋表示。

再生水是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产
生的污水经过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
标准的水，是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
用的非饮用水。灵石县共有 13 个污
水处理厂，年可生产 1000 多万立方
米再生水。交易前，这些水除少量用
于城镇绿化和道路洒水外，80%以上
都直接排入附近河道。在此基础上，
加大回收利用再生水，并将再生水纳
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之中，成为破题的
重要切口。

2020 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
推进“五水综改”、理顺水治理体制机
制。灵石县紧抓改革窗口期，主动申
请开展再生水水权交易改革试点，委
托国家级水权交易平台——中国水权
交易所编制了《晋中市灵石县再生水
水权交易实施方案》，后又搭建起了
市、县两级水权交易系统。

2021 年 8 月，全国首例再生水水
权 有 偿 出 让 签 约 仪 式 在 灵 石 县 举
行。灵石县水利局作为交易转让方，
与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达成了为期 5 年的 720 万立方
米/年的供水协议，授权灵石县保净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作为唯一再生水销
售企业，向受让企业供水。至此，再
生水从无偿取得变为有偿使用迈出
关键一步。 （下转第4版）

灵石县首开全国再生水水权交易先河，持续完善交易利用机制 ——

激 活 高 质 量 发 展“ 满 池 春 水 ”
本报记者 吕斌华

近年来，太谷区阳邑乡阳邑村立足乡土特色和自然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以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全方位培育农业特色产业，以特色化带动产业化、品牌化，打
造多元化农业产业格局。图为8月7日记者拍摄的阳邑村沃土良田美景。

本报记者 张浩亮 摄

沃 野 千 里

在平遥古城领略明清古建之美、在古
村落感受乡村振兴活力、在中国“化石之
乡”邂逅“中式维纳斯”、在中国首座 5G 煤
矿感受能源大省的转型发展……

2024“行走中国·报道中国”海外华文媒
体山西行活动一行近日走进晋中。来自法
国、埃及、南非、加拿大等 10 余个国家的 20
余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行走中寻历史、
品文化、看发展，感受“晋商故里”的古与新。

游古城，领略历史文化魅力

“一座晋中城，半部中国史”。山西晋
中，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晋商文化发
源之地。闻名世界的“化石之乡”榆社、“活”
了 2800 余年的平遥古城、“晋商第一大院”
乔家大院等，均坐落于这片土地。

平遥古城，是此次海外华文媒体晋中行
的首站。这座被誉为“活着的明清建筑博物
馆”的古城，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

“漫步平遥古城，古朴沧桑的城墙映入
眼帘。登上城楼，俯瞰平遥，尽收眼底的是
错落有致的青瓦灰墙，时光仿佛凝固在此。”

《中华时报》社长曾晓辉如是感慨。
菲律宾《商报》总编辑蔡友铭告诉记者，

中国四大古城，他已去过三个。“第一次来到
平遥古城，看到这里的建筑风貌井然有序，
街道繁华，游客往来。”

近年来，平遥古城不断探索用多种方式
阐释历史文化，让更多人走进并了解这座
古城。

当地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出情景
体验剧《又见平遥》，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
代艺术结合，把晋商文化、票号文化、镖局
文化等融入剧情，讲述了一个关于血脉传
承、生生不息的故事。

海外华文媒体穿梭于不同的演出场景
中，沉浸式体验晋商文化。“感受到山西人的
仁德和道义，以及晋商精神内涵。”澳大利亚
亿忆网总编辑王冠仑说。

访乡村，感受古与新融合共生

近年来，晋中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纵深推进“百乡千
村”治理行动，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模式。一座座乡村迎来美丽蝶变，诠释
了乡村振兴在晋中的落地生根。

走进寿阳县黑水村，海外华文媒体感受到中国乡村传统与现代的
交融。

黑水村历史文化悠久，现存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元代建筑“福
田寺”。“心田先祖种，福地后人耕。”曾晓辉被福田寺前殿广场的一副
对联深深吸引，“这副对联蕴含了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崇尚孝道的优
秀传统”。

体验过黑水村的古风古韵之美后，海外华文媒体来到福田寺旁即将
开放的“邢俊勤艺术馆”。在曾晓辉看来，这些现代设施让古老的寺庙焕
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文化交流的新平台，不仅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参观，更能让福田寺这样的文化圣地世代传承、永续发展。

寿阳县景尚村是典型的农业村，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给海外华
文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里，我感受到科技和乡村产业的融合”“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的
景尚村正大步迈向现代化，感受到这个古老村庄焕发的勃勃生机”……
在参观完寿阳县有机旱作农业科研创新中心，了解过当地现代农业发展
的丰硕成果后，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如是感叹。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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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净水车间。 本报记者 史曼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