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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祁县始终秉持重
才、爱才的工作理念，健全求才、聚才的
体制机制，进一步优化“引”的路径、强化

“用”的平台、细化“留”的举措，不断营造
礼遇人才、厚爱人才的浓厚氛围，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聚智赋能。

主动揽才，用心打通人才引进“最后
一公里”。祁县常态化推进招才引智工
作，积极参加“人到山西好风光”系列活
动，开展“党政领导干部访名校”，以校地
协同创新发展为抓手，赴北京、上海、厦
门等高校开展走访推介，与四川大学、厦
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6所高校及科研
院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被山西农业大
学授牌“产学研示范基地”“大学生实践

教学示范基地”。聘请5名高校青年人才
为“招才引智联络大使”，接待北京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师生4批
次 80余人开展思政实践和支教活动，扎
实推动祁县与高校在人才培养、科研成
果转化、招商引资等方面深度合作。聚
焦教育卫生等民生重点领域，今年以来
共招录招聘公务员 38 名、事业人员 22
名、教师42名、医生29名。

大胆用才，促进全领域各链条人才
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树立“产才融合”发
展理念，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
体部署，围绕科技、工业、教育、卫生、农
业和非遗文化领域，先后评选命名 93名
拔尖人才、9个“昭馀工匠”创新工作室和

24名县委联系服务专家，积极开展玻璃
器皿产业工人技能等级评定，评选出800
名技术能手、70名玻璃工匠和 10名工艺
美术大师，推动人才集聚与产业发展同
频共振。组织山西福诺欧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山西益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和山西万亩丰肥业有限公司 3家企业
成功申报入选 2024 年山西省博士创新
站，打造科技经济融合新模式。举办全
县玻璃器皿设计大赛，评选一等奖 1名、
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全县创新驱动
能力不断提升。

多方留才，积极当好人才的“店小
二”。建立县委联系服务专家日常联系
服务制度，祁县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

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主要领导每人直接联系服务
1 至 2 名专家，密切思想联系，加强感情
交流。连续 3年举办优秀人才中秋主题
活动，为全县各行各业人才搭建“连心
桥”，切实用温情服务人才，用真心对待
人才。举全县之力倾情建设人才公寓，
出台《祁县人才公寓管理服务办法》，32
名优秀人才成功入驻。积极推进青年
人才驿站建设，与巴王川都大酒店、宏
达商务酒店、汉庭酒店等 10家企业开展
合作，颁授“祁县青年人才驿站”，打造
更好更优的人才生态，真正实现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

（程美玲）

祁县

礼遇厚爱人才 为高质量发展聚智赋能

农业是“根”，文化是“魂”，旅游是
“路”。今年以来，祁县昭馀镇刘家堡村
积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特
色区位优势，以农村品质提升为基础，以
乡村产业发展为支撑，融合“农文旅”要
素，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小乡村”
迸发出“大活力”。

做优农村品质 夯实乡村文旅基础

刘家堡村常住人口 134户 313人，村
庄总面积 1617 亩，看似小村，但管理难
度不容忽视。刘家堡村党支部从农村
人居环境着手改变乡村，每月主题党日
活动，在完成既定学习任务后，创新性
地将卫生清理设立为一项固定的“规定
动作”。参与者从起初的“三三两两”到
后来的“成群结队”，党员干部与群众代
表纷纷主动投身到人居卫生环境整治
的热潮中。在他们的示范引领下，村民

们的观念悄然发生转变，共同绘就了一
幅生动的环境整治画卷，让刘家堡村的
环境面貌实现了“蝶变”，焕发出勃勃生
机与活力。

刘家堡村按照“拆危、改旧、建新”的
思路，积极引导农户摒弃传统固化观念，
成功拆除违建旧宅25户，并以此为契机，
全面推进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升级工程，
配套建设道路、照明设施、停车场及绿
化、上下水工程改造、立面改造等项目，
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在全村
安装 LED 路灯 60 盏，绿化栽植苗木 700
余株，对旧村委进行了村级活动场所硬
化改造约 1200平方米，为后续“农文旅”
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打响文化品牌 推动乡村文旅融合

走进刘家堡村，灰墙白瓦，亭台水
榭，满目苍翠，万物丰茂，唐诗宋词随处

可见，王维塑像静立其中。刘家堡村巧
妙地将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的自然之美
与唐代杰出诗人王维的人文精髓相融
合，推行“支部+企业+农户”三链合作共
建模式，引进水墨诗词文化创意公司，
共同打造生态和文化相辉映、历史与现
代相交织的王维水墨小镇，其中包括王
维美术馆、河汾文中子书院、辋川别业
乡村酒店及三贤馆等文化地标，不仅丰
富了乡村的文化内涵，也提升了其旅游
吸引力。刘家堡村有效利用集体建设
用地，发挥村集体经济的“火车头”作
用，带动村民的宅基地和其他土地等

“节节车厢”有效流转，逐步搭建起乡村
产业发展长效机制。通过举办“赏年
画·过大年”“鲁晋共好”等一系列美术
艺术展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参
观，刘家堡村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墨艺
术村”。

提升示范品位 增添乡村文旅成色

让“美丽建筑”变成“美丽经济”是新
的时代命题。昌源河沿线村庄“抱团”发
展，推出“文脉历史显传承，昌源河畔绘丹
青”主题研学路线，创办青少年科学教育
基地，打造集娱乐游玩、科学研究、文化传
承为一体的综合性研学基地。同时积极
与农户沟通协调，利用农户闲置房屋开发
乡村酒店、农家乐饭店、文杏露营基地，发
展乡村旅游，实现了农户从租赁到运营再
到维护收入“三连升”。特别是通过打造
王维原创文化 IP人元素，充分将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沉
浸式的“王维宇宙”体验之旅，此举成功入
选2024山西文旅数字化应用创新案例。

吸引来“人气”，旅游和农业融合让
乡村发展“更上一层楼”。昭馀镇充分发
挥地域优势，将辖区特色农产品融入乡
村旅游，秦村沙地红薯、西六支农业合作
社精品水果、高村葵花籽等一系列昭馀
本土农作物广受游客好评。“农文旅”融
合发展为乡村带来了改变，也富了农民
的“口袋”，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
动力。 （王恩瑾）

玩转刘家堡 体验“农”趣横生文旅盛宴

本报讯 时下，正值辣椒成熟采收季节，祁县
城赵镇1000亩辣椒迎来丰收，种植户们正抢抓时
节采收上市，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在城赵镇里村的辣椒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
株株辣椒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一个个红绿相间
的辣椒挂满枝头，甚是喜人。种植户吕素梅正在
采摘、装袋、转运辣椒，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今
年种了1.5亩辣椒，长势特别好，产量也好，每亩产
量在6000斤左右，订单价格每斤1元，村上就有收
辣椒的，销售也很好。”

权云香是城赵镇种植辣椒的行家里手，多年
的辣椒种植经验不仅让她积累了种植经验，同时
也让她的家庭经济收入大大增加。今年，她扩大
了种植面积，种植了 2 亩半辣椒，亩产 6000 斤左
右，除去种植成本，预计纯利润近 2 万元。辣椒
由村里组织统一售卖，销路有保障，发展辣椒很
有信心。

红彤彤的辣椒映红了椒农的笑脸，也映红了
乡村振兴致富路。今年，城赵镇种植辣椒主要集
中在里村、建安村、西韩村、朴村，目前已全面
进入采收期，亩均产量 6000 斤，相较于往年产
量有明显提升，预计 9 月底可完成全镇辣椒采
收工作。

近年来，城赵镇积极谋划，坚持走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科学化管理、品牌化提升、产业化
发展的路子，搭建“支部引领、培育主体、发展大
户、带动散户”平台，带动全镇辣椒种植大户10余
户、周边散户 70余户发展辣椒产业 1000余亩，解
决群众就业100余人，既增加了群众收入，又壮大
了村集体经济。

（武晓雯 范嘉浩）

祁县城赵镇

小辣椒成就富民大产业

本报讯 近 年
来，祁县东观镇始终
把发展特色产业作
为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 要 举 措 ，结 合 实
际，因地制宜发展红
薯产业，激活农村发
展动力，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

山 西 新 绿 荫 种
植有限公司负责人
贺树茂介绍：“我们
在东观镇小贾村、东
砲村流转土地 1000
余亩，发展种植红薯
产业，进一步壮大村
集体经济，促进百姓
致富增收，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红 薯 是 一 种 高
产且适应性强的粮
食作物，营养丰富，
老少皆宜，而且稳产
保收，种植前景好、
效益高，为进一步促
进乡村振兴、壮大集
体经济、实现村民增
收致富，小贾村努力
把“小红薯”种成乡
村振兴“大产业”。

小 贾 村 党 支 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岳志勇说：“今年我村结合
实际，因地制宜，积极调整种植模式，发展红
薯种植 600余亩，品种主要是秦薯 5号，目前
红薯长势良好，即将进入采收期，预计每亩产
量可达到6000斤左右，有效促进百姓致富增
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种植一片红薯，发展一个产业，富裕一方
百姓。下一步，将着力在红薯产业上做文章，
全力以赴发展红薯种植产业，走出一条具有
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让村民的日子

“火”起来，让村集体经济“壮”起来，促进百姓
致富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王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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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秋天的脚步悄然而至，峪口乡峪
口村又迎来了苹果丰收季。红彤彤的苹果挂
满枝头，映红了农民的笑脸。

“我们峪口村苹果种植面积约3000余亩，
全村98%的村民都在种植苹果，占全村收入的

90%以上。今年，我们村全面推进苹果产业优
化升级，通过种植技术革新、专家指导等一系
列措施，峪口村的苹果产业焕发出勃勃生
机。”在果香飘溢的苹果园，峪口村党支部书
记冯广旺介绍说。

在村民庞村鹏的果园里，果农们正忙
着采摘。庞村鹏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的苹果长势好，嘎啦苹果采摘已经接
近尾声，我家种的有 8 亩地，收入很满意。
现在红星已经开始采摘了，红星的价钱比

嘎啦苹果还好，2.5 元左右，比去年稍微高
一点。今年的产量也不错，像我家种了 8 亩
地，一亩地平均收入 1 万余元，我们果农特
别高兴。”

苹果作为峪口村的特色优势产业，近年
来在乡党委、乡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取得了
长足发展。依托“峪口苹果”地理标志通过省
级认证的文化优势，以及峪口苹果脆片在第
八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上荣
获农产品金奖的契机，峪口苹果的品牌影响
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史婉）

祁县峪口乡峪口村

苹果丰收挂满枝 映红乡村致富路

本报讯 今年以来，祁县县委老干
部局党支部通过“主题党日+”的模式，
在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中建机制、
抓学习、带队伍、促服务，为祁县老干部
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
实保障。

“主题党日+理论学习”，筑牢理想
信念根基。祁县县委老干部局将政治理
论学习抓在经常、融入日常，通过每周
一、周四的日常学习及主题党日、党员大
会等形式，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学习，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进一步坚守原则、担当守则，
将纪律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增
强遵规守纪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

“主题党日+专题党课”，凝聚奋进
力量。结合党纪学习教育，祁县县委老
干部局党支部书记范守忠以《知纪明
纪 坚守清廉本色 做新时代的好干
部》为题，为机关全体党员讲了一堂生
动的党课。他表示，作为党员干部，必
须时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心
中有戒、行有所止，要时刻牢记自己的
党员身份和职责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作为老
干部工作者，要在担当作为中尽职责，
坚持把老干部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
的标准，用心用情用力、精心精细精准
做好老干部工作，让离退休老干部感受
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主题党日+党性锻炼”，提升主题
党日成效。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走进祁县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地，通过文字、影
像资料感受违纪违法人员的忏悔，使
得在场的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深受警
醒，警示大家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切
实把纪律规矩转化为行动自觉，守住
廉洁底线。

“主题党日+红色教育”，汲取信仰
力量。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前往段家窑烈
士陵园开展党性教育。在烈士陵园广场
前，全体党员干部列队肃立，向革命英烈
们献花并鞠躬致敬，表达对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英烈们的崇高敬
意和深切缅怀。通过此次活动，大家纷纷表示，要秉承革命先烈
的遗志，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今后的工作中，为祁县的
老干部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主题党日+志愿服务”，厚植为民情怀。积极投身巩固国
家卫生县城创建志愿活动，对包联责任区内的非机动车道、绿化
带内的垃圾、杂物等进行清理和打扫，创造美好、干净、整洁的人
居环境。

“主题党日+表彰先进”，贡献“银发力量”。举办离退休党
员干部发挥正能量先进典型表彰活动，对各支部推荐上报的
28名离退休党员干部予以表彰和物质奖励，激励引导全县广
大离退休党员干部继续发挥正能量，为“六县建设”贡献“银
发力量”。

“主题党日+暖心慰问”，关怀温暖心间。对各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上报的 20名困难离退休党员干部进行了“七一”走访慰
问，发放慰问金共计1万元，将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困难党员家
中，并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 （苏芮）

祁
县
县
委
老
干
部
局

创
新
﹃
主
题
党
日+

﹄
模
式

激
发
党
建
工
作
活
力

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辣
椒
种
植
户
正
在
对
辣
椒
进
行
分
拣
装
袋
。

范
嘉
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