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1日，在山西天一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有序作
业。该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大孔容纳米结构二氧化硅气凝胶研发、生产、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成功研发出了可
用于高档涂料的专用消光剂、气凝胶超级绝热材料等一系列产品，不仅打破了国
外对同类产品的垄断，还在中高档涂料、油墨、保温绝热、医药、食品等多个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报记者 耿新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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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本 报 讯
（记者裴晓敏）
当前，正值春
耕 备 耕 的 关
键时期，也是
化肥、农药等
农 资 产 品 生
产 销 售 的 旺
季 。 3 月 21
日，榆社县农
业 农 村 和 水
利 局 、县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 联 合 开 展
农 资 打 假 专
项检查行动，
为 全 县 春 耕
生产提供全方
位保障，确保
农户用上放心
农资。

行动中，
工 作 人 员 深

入农资市场，重点检查种子、化
肥、农药的生产备案、外包装标
识、标签、产品质量，严格排查
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宣传
以及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
违法行为。向农资经营者普及
法律法规知识，要求农资经营
者落实明码标价、进货查验制
度，从源头上把好产品品质关
和价格关，确保农户买到高质
量的农资产品。同时，积极引
导农户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产
品，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下一步，榆社县还将进一
步加大对农资市场的供应保
障力度和品种质量检测力度，
加强春耕备耕农资调运储备
工作，不定期开展联合检查行
动，严厉打击农资市场违法行
为，确保春耕生产有序进行，
让农业增产有底肥、农民增收
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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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遥 ——

留住古城的历史记忆
人民日报记者 郑洋洋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山西平遥古
城是热闹的。古香古色的南北大街
上，到处回荡着叫卖老陈醋、推光漆器、
平遥牛肉的吆喝声。许多本地人在此
生活，街巷中不时能看到居民从老房
子进进出出。还有不少穿着传统服饰
的游客，站在精美的老宅雕花装饰下
拍照——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

在靠近古城西城墙的不远处，有
一条站马道街。这里坐落着一座晋
商老宅，高大的雕花门楼前，一圈木
栏杆围住了下沉的一块地板。“这是
历史的见证。”老宅的运营负责人赵
渊豪介绍，这是前几年修缮宅院时发
现的，经专家论证，是老平遥城的路
面。古城以前发过多次大水，导致如
今整体地势抬高了至少 1 米。“我们
把它保护起来，留住古城的历史记
忆。”赵渊豪说。

踏入大门，迎面是一堵木照壁。
壁上雕有一只鹿，脚踏祥云，在莲花
丛中回首，寄托着主人的美好期盼。
院内的青砖木构下，挂着一串串大红
灯笼。门上，透雕挂落、莲瓣垂花，做
工精巧。

老宅最早叫栖凤楼，整座宅院布
局严谨、造型简朴，雕刻内容丰富、技
艺精湛。“老宅的历史，与这条街道、
这座古城，都密不可分。”赵渊豪说，
老宅最早兴建于元代，现在的主体是
明清建筑，主人是平遥有名的商人冀
氏家族。

近年来，平遥县政府设立专项资
金，制定出台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
实施办法，投入补助资金 1500 余万
元，根据传统民居破损程度给予每平
方米 400 元—1400 元资金补助。平
遥县投入9.8亿元，开展风貌整治，拆

除违建 57 处，整治彩钢瓦等不协调
建筑物4000余处，实现了古城历史风
貌的恢复与延续。同时，进行雨污分
流、电网提升改造，让古城居民取暖、
用电等更方便。“再也不怕雨天积水
了。冬天，也不用蜂窝煤取暖了，古
建安全也多了份保障。”赵渊豪说。

走进老宅的房间，仿佛进入了
一座小型博物馆。玻璃展柜里展陈
着冀氏家族的族谱，还有平遥本地
生活用品：手炉、瓷盘、刺绣、推光漆
器……讲解员热情地向游客讲述：

“冀氏先祖冀斗龙曾在福建做生意，
把福建漆器髹饰技术和推光擦色传
统工艺结合，办起了平遥第一个前店
后厂的专业漆坊……”

来到老宅最后一进院落，一股浓
郁的醋香扑面而来。原来，赵渊豪在
这里摆了几口醋缸，缸内盛满陈醋，

供游客参观、购买。“这些醋，都是冀
家后人酿的，也是冀家从前经商的领
域之一。”赵渊豪说。

如今，冀氏老宅已成为平遥古
城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的重要范
例。目前，平遥已经完成普查、建
档、挂牌并公布具有保护价值的历
史建筑及工业遗产共计 506 处。平
遥县住建局局长吴旭海表示，平遥
将继续以绣花功夫保护古城历史建
筑，培育一批类型多样、影响广泛的
活化利用成果。

图①：平遥古城冀氏老宅的栖凤
楼外景。

人民日报记者 郑洋洋 摄
图②:平遥推光漆器制作。

本报记者 张浩亮 摄
图③:平遥古城迎薰门广场。

本报记者 程 浩 摄

本报讯 （记者郝宇佳）建设农
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是今年市政
府十六件民生实事之一。近日，记
者从市民政局获悉，为补齐全市农
村养老服务短板，强化农村基本养
老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农村老年人
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今年我
市将新建 30 所农村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

新建的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将按照统一标准建设，每所中心
配备“四室一厅”功能区域，包括日
间休息室、休闲娱乐室、图书阅览
室、健身康复室和餐厅。其中，餐厅
厨房建设将作为重点工程，切实解
决农村老年人就餐难题。

同时，各中心将配备冬季取暖
设施、无障碍通道等适老化设施，以
及信息化设备和监控系统，具备
接入市智慧养老信息平台的条
件。各中心建筑面积将严格控制
在150至500平方米之间，建成后统
一悬挂“***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标识。

在运营模式上，我市将全面推
广榆社县“五个一点”资金筹集模
式，即“财政支持一点、集体自筹一
点、个人负担一点、社会捐赠一点、
自力更生一点”，确保日间照料中心
能够持续运营。各县（区、市）民政
局将实行分级负责管理，明确乡镇、
村两级建设运营职责，通过采取严
格时间节点、层层压实责任、健全规
章制度等措施，确保日间照料中心
各项功能特别是就餐功能真正落地
见效。

今年规划建设的 30 所农村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将覆盖多个县
（区），具体分布为：榆次区 3所、祁
县1所、平遥县2所、灵石县4所、寿
阳县4所、昔阳县5所、和顺县2所、
左权县 4 所、榆社县 5 所。按照计
划，今年5月上旬，各中心将全面开
工建设，预计 10 月中旬投入试运
行。项目建成后，我市农村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总数将达到 957 所，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将得到显著
提升。

补齐养老服务短板 强化养老服务供给

今年我市将新建30所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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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晓赟 通讯员
赵学红）为高标准开展安全生产治本
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推进公司安全生
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日，
国网榆次区供电公司全面开展安全生
产及春检工作。

聚焦电网本质安全提升与能源结
构转型，榆次区供电公司制定了多项
措施。“硬实力+软实力”双轨并进。
既注重电网规划优化、设备验收标准
化等硬件升级，又要狠抓组织管理、风

险管控、应急处置、过程管控、人员素
质、科技支撑等软能力建设，构建科学
管理体系。打造坚强智能电网。深入
开展电网运行分析和诊断，制定适应
性电网控制策略，不断完善新能源接
入标准体系，做好新能源接入技术研
究和技术服务，加强调峰管理，带动新
能源创新持续发展。推行“时序管
理+精准服务”模式。统筹协调设备
运维、隐患治理、计划实施、工程管控、
节假日及重大活动保电等工作。

国网榆次区供电公司

部署开展安全生产及春检工作

1.户外休闲
旅游火爆

2.表演庆典活动

3.输电线路故障

6.生产活动隐患4.锂电池产品隐患

5.新能源设施产品

网红徒
步路线、露
营地的火爆
增加火源管
控难度。

本报讯 （记者李聪）随着春季气
温回升、天干物燥，防火工作进入了关
键时期。为确保光伏电站的安全稳定
运行，和顺电投可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梁余河光伏电站积极行动，全面启动
了春季防火专项检查与隐患排查工
作，筑牢安全防线。

“您已进入重点防火区域，请不要
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区内，严禁吸
烟、严防森林火灾。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伴着喇叭里传来的防火安全
宣传口号，梁余河光伏电站的同事们
正在对光伏组件、汇流箱、电缆等关键
设备进行细致检查，确保设备状态良
好，无安全隐患。同时，利用智能监控

系统加强对周边环境的监控，及时清
理杂草等可燃物，防止外部火源进入
光伏区。

春季是火灾高发季节，梁余河光
伏电站作为我市 100万千瓦风电光伏
基地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 100MW，
是一座光伏+储能电站，共有 39 个光
伏方阵，其防火工作至关重要。由于
电站占地面积广，设备分布较为分散，
防火工作必须做到全覆盖、无死角，要
不断加大防火投入、完善防火措施、提
高防火能力，从而确保电站的安全稳
定运行。

为确保防火工作落到实处，电站
提前制定了详细的防火预案，保证站

内灭火器、消防沙箱等消防器材充足
可用，对员工进行消防器材使用培
训，定期组织专业的防火演练，以提
高员工的应急响应能力。并利用智
能监控系统对重点部位进行火情监
测及告警，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火情。同时，光伏电站与周边村镇
政府、派出所协商，共同开展宣传教
育，杜绝村民擅入光伏方阵内部。
此外，电站还与森林、消防部门沟通
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防控
机制，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与相关
部门协同作战，共同扑灭火灾，将损
失降到最低，为春季安全生产提供有
力保障。

和顺县

梁余河光伏电站扎实开展春季防火工作

森林防火，警惕十大新风险

8.新型农业与工业活动

9.城市-森林交界带扩张

7.闪电活动增加

10.高温干旱增多

（来源：应急管理部）

打铁花、燃放烟花爆
竹等活动增加火灾隐患。

电线老化、短路或树枝触碰
高压线引发火花。

户外电源、GPS设备、无人
机、电动工具等，若设备老化、
撞击或进水易引发短路。

光伏电站、锂电池储能站及
新能源汽车等具有短路、自燃等
风险隐患，可能引燃周围植被。

伐 木 、采
矿等活动中的
机械火花容易
引燃枯枝落叶。

森林城市增多，人
口距离林区更近，电力
设施与植被交错，电线
故障易引发火灾。

大规模温室大棚
的塑料薄膜反光聚焦
容易引发自燃，生物
质能源工厂原料堆积
可能导致自燃。

气候变暖导致雷暴
频率上升，雷击火源增多。

全 球 变 暖 导 致
极端高温和干旱期
延 长 ，植 被 干 燥 度
（可燃性）增加。

本报讯 （记者李晓雯）3 月 24
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近日，
我市天气晴好，气温持续攀升，平
川大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已升至
20℃以上并将持续。

但 3 月 27 日起，受蒙古气旋
和地面锋面影响，我市将出现寒
潮、大风、沙尘天气，气温明显下
降。具体为：27日至 28日，全市有

4 到 5 级，短时 6 到 7 级或以上西
北风，同时伴有沙尘天气；最高气
温过程降温幅度为 14℃至 16℃。
榆次区最高气温将由 24℃左右降
至 7℃左右；最低气温降温幅度可
达 12℃及以上。最低气温出现在
29 日 早 晨 ，平 川 地 区 介 于 -8℃
至-4℃之间、东山地区介于-11℃
至-5℃之间。

我市将出现寒潮、大风、沙尘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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