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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省校合作 共促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祁县聚焦县
域产业链“链主”“链核”和专业镇重
点企业发展需求，从抓工作布局、抓
工作机制、抓重点领域入手，切实将
校地合作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能。

紧盯有效对接，高位推动“见”
成效。祁县坚持把校地合作作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党委
统筹、专班推进、全域联动”为原则，
构建高效协同的工作体系。成立由
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深化校
地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领导小
组工作规则》及实施方案，明确成员
单位职责分工，通过定期研判、清单
化管理，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
工作合力。建立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市县领导包联制”，实行“一项目一
专班”跟踪推进，推动项目纵深发
展，力争实现落地一批项目、引进一
批人才、带动一批产业。截至目前，
已先后与 45 所高校取得联系，与北

京工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山西财
经大学等 5 所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合作项目 28个。

紧盯项目落地，精准对接“出”
成果。祁县以“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为导向，通过采取“高位对接、机
制创新、服务保障”举措，推动校地
合作向纵深发展。坚持“思路项目
化、项目方案化”的措施方法，建立
合作需求清单、对接高校清单、重点
活动清单，确保责任到人、工作到
岗、措施见效。经调研摸底，全县各
企事业单位与高校的合作需求共 16
项，涉及玻璃器皿、化工、农业等方
面。累计召开推进会、调度会等 19
次，推动任务落地见效。与北京工
业大学、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等 9
家机构、企业签订专业镇建设校地
合作协议，挂牌“科研平台服务基
地”和“田英良创新工作室”，13名教
授学者被聘为玻璃器皿“专家智
库”，与晋中职业技术学院签约共建

现代玻璃产业学院，推动玻璃器皿
产业提质增效。

紧盯基地建设，发挥优势“深”
融合。祁县立足县域经济和产业发
展实际，找准各大高校的特色学科
和领军优势，深入挖掘县校双方需
求，列出意向清单，坚持供需协同、
谋求实效，抱团推进、优化路径，在
基地建设上全面发力、多点开花。
持续打造各类合作基地 95 个，同 33
所高校建设高校农产品供应基地，
与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共同完成小米品种改良，并
授牌“产学研示范基地”“大学生实
践教学示范基地”“山西农业大学有
机旱作试验田”。清华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 27 所高
校为祁县中学挂牌“生源基地”“高
校优质生源基地”。连续 3年与北京
大学开展思政实践活动，开展高中
英语教师专题讲座及优秀学子“结
对子”活动，并为祁县授牌“智库合

作基地”“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紧盯政策机制，贴心服务“优”

环境。聚焦县校合作发展需要，健
全高规格的服务保障体系，着力以
最优服务倾心解决好吸引人才的

“关键小事”。建立后勤保障机制，
统筹人、财、物资源，建成 36 套人才
公寓，推动 10 家企业共建青年人才
驿站，落实大学生实习实训生活补
贴，为人才提供安居保障。健全考
核述职机制，年初将校地合作任务
细化分解至牵头单位，明确责任分
工，年底开展专项述职评议，将考核
结果纳入部门绩效，形成闭环管
理。建立宣传推广机制，选聘高校
智库专家 13名，6名高校青年人才被
聘为“招才引智联络大使”，累计发
布校地合作信息 30 余篇，其中 11 篇
被省、市媒体采用，扩大合作影响
力，营造引才聚智良好氛围，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聚智赋能。

（武学前）

祁县：“四个紧盯”高质量开展县校合作

本报讯 近年来，祁县昭馀镇将
党建工作与基层建设深度融合，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基层建设高质量发展，绘就基层治理
新图景。

筑牢战斗堡垒。持续优化党组
织设置，在社区网格、产业园区、社会

组织等领域，建立功能性党组织，实
现党组织全覆盖。通过选拔政治素
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威望高的党
员担任党组织书记，并定期开展专
题培训，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履
职能力。同时，严格落实“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加
强党员教育管理，增强党员的党性

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基层建设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

聚焦民生需求。组织党员干部
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调研，广泛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建立民生需求清
单。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需求、
环境卫生整治、养老服务等问题，成
立党员先锋队，设立党员责任区，推

动问题高效解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创新治理模式。建立“党建+网
格化”治理机制，将辖区划分为若干
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
实现精细化管理和精准化服务。同
时，搭建“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协
商议事平台，组织社区党组织、居民
代表、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基层事务
决策，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
格局。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基层
建设，打造一批特色产业项目，促进
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为
基层建设注入新动能。

（赵明）

祁县昭馀镇

党建引领聚合力 基层治理提效能

本报讯 作为乡村振兴的典型
示范村，近年来，祁县峪口乡北团柏
村以苹果产业为核心，探索出一条产
业振兴、生态优化、人才集聚、治理有
效的发展路径。

通过开展“星级党组织创评”活
动，推动北团柏村党支部建设标准
化，形成“一堡垒五中心”治理模式，
强化班子引领力。村党支部牵头成
立合作社，创新“党支部+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整合土地、技术、市场
资源，实现苹果种植、储藏、销售一体
化管理，带动200余人就业，村集体增
收超20万元。

作为祁县苹果产业核心区，北团
柏村以“小苹果、大产业”为思路，构
建全产业链。通过建设果品交易市
场、冷库及库房，实现苹果错峰销售
溢价，年交易量达 2000万公斤，辐射
周边多个村庄。推动光伏发电项目，

利用交易市场屋顶建设 247KW光伏
电站，年可增收 12万元，形成“产业+
绿色能源”双驱动。

祁县实施“乡村振兴万人计划”，
推出“乡编村用”“专编专用”等政策，
为北团柏村配备 30岁以下本科大学
生干部，并建立“一对一”帮带机制，
提升他们的基层治理能力和产业管
理能力。峪口乡定期组织技术培训，
邀请省农科院专家指导果树管理，培
育本土技术骨干；通过建设“后备干
部人才库”，储备 3名年轻干部，确保
人才梯队可持续。

在生态建设上，北团柏村坚持
“生态优先”战略，将荒坡资源转化为
光伏发电项目，减少碳排放；果园推
行绿色种植标准，通过国家“绿色食
品”认证。文化方面，村“两委”组织
村民参加抗日英烈事迹学习、烈士陵
园缅怀等活动，举办送戏下乡、非遗
培训，以文化赋能乡风文明。

峪口乡还制定了“四型模式”发
展规划，即特色种养型、项目引领型、
拓展合作型、三资增收型，为乡村发
展提供了政策框架。北团柏村争取
专项扶持资金80万元建设光伏项目，

联动省农科院推动品种升级，引入快
递代加工产业解决就业。同时，乡政
府主导完成 208国道改线，优化物流
通道，助力苹果外销。

北团柏村的实践，彰显了“六县
建设”的综合性成效：以党建为核、产
业为基、人才为要、生态为底、文化为
魂，乡党委、乡政府的精准施策与资
源整合成为关键支撑。未来，北团柏
村将进一步延伸深加工链条，建设果
蔬脆片厂，推动三产融合，为乡村振
兴提供可复制的“祁县样板”。

（吴恺南）

祁县峪口乡北团柏村

锚定“六县建设”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祁县司法局通
过搭建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全力打造“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
圈”，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
网络，连续 7 年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惠
民工程，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县级层面，县司法局依托信访大
厅设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实现法律
咨询与信访咨询一站式解决；乡级层
面，依托开发区、各乡镇和城区司法所
（办），设立9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法律服务人员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村
级层面，为全县 133 个村（社区）配备
法律顾问。每周工作日和每周五上午
分别在信访大厅和乡级平台安排值班
人员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群众有
法律问题可就近选择到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咨询值班人员。

“律师讲得很清楚，还告诉我解决
程序，太满意了！”村民程玉萍对法律

服务工作站工作人员帮助她解决了欠
款问题大加赞赏。

昭正律师事务所主任程爱桃介
绍，工作站不仅解答法律咨询，还提供
普法宣传、协助申请法律援助、调解土
地纠纷等一站式专业服务。

为确保惠民工程规范有序推进，
县司法局严格落实监督管理、案卷评
查、定期通报、经费保障制度，实现年
度目标超额完成、“三性目标”稳步实
现、群众知晓度有效提升、普法宣讲持
续延伸效果，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
质量和水平。

祁县司法局副局长王洋表示，未
来，将把“免费法律咨询惠民工程”与

“半小时公共法律服务圈”构建工作一
体布局、协同推进，不断深化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拓
展服务领域，为“六县建设”筑牢法治
根基，让公共法律服务真正惠及民生、
触手可及。 （史婉）

祁县司法局

免费咨询解民忧 就近服务暖民心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广大师生
的学习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连日
来，祁县古县中心校、祁县第一小学、
祁县第四小学等学校的学生们，走进
祁县融媒体中心，开展沉浸式研学活
动，零距离感受广播电视的魅力，揭开
新闻媒体工作的神秘面纱。

活动中，师生共同参观了县融媒
体中心的综合服务大厅、全媒体指挥
调度中心和融媒体核心区域等场地，
深入了解融媒产品前期采访拍摄、后
期编审制作等生产流程。同时，学生

们还亲身体验了一些简单的采访设备
和编辑软件的操作，沉浸式感受融媒
体中心的运作模式、采编流程及新媒
体技术应用。

学生闫十尹表示，这次参观学到
了很多新闻知识，深刻感受到了新
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希望长大能
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
工作者。

图为“小记者”在祁县融媒体中心
研学。

（庞亚鑫）

“小记者”零距离体验新闻魅力

“棋盘上的输赢，最怕的不是对手，
而是自己先输。”董老师轻叩棋盘的声
音，至今仍在我记忆里回荡。这位鬓角
斑白的围棋老师总爱穿藏青色布衫，眼
角的笑纹随着棋子起落轻轻颤动，像春
风拂过解冻的溪流。

初学围棋时，我总想速战速决。董
老师却让我盯着空棋盘静坐，说这是“养
棋气”。他布满老茧的手摆出最简单的

“双打吃”，像在教雏鸟第一次展翅：“围
棋要慢慢长，就像竹子 3年才破土。”那
时我不懂，直到定级赛那天——我的手
心在棋盘上洇出两团汗渍，眼睁睁看着
黑子如乌云压顶。当裁判宣布我输半目
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你见过岩缝里的苔花吗？”董老师
把温热的茶推到我面前，在残局里摆出
几枚白子，“米粒大的苔藓也能像牡丹般
绽放。”他教我复盘那些“死棋”，原来被
围困的白子竟是伏兵。那晚月光透过棋
室的窗格，把361个交叉点变成星图，我
第一次看懂什么叫“绝处逢生”。

后来，每当考试卡在最后大题，体育
课跑不动 800 米，我总会想起董老师泡

胖大海的保温杯。他常说，围棋最妙的
是“收后官”，就像春天总在寒冬尽头发
芽。去年校运会3000米决赛，我在最后
一圈听见看台上爆发出欢呼。董老师不
知何时出现在跑道边，他挥动折扇喊道：

“官子功夫见真章！”那一刻，棋盘与跑道
重叠，我咬牙冲过终点时，听见他朗声大
笑：“这不就是本手逼出妙手？”

现在周末常和同学在梧桐树下对
弈。蝉鸣声里，黑子白子敲出清凉的
节奏。我们不再计较胜负，倒是常为
一步妙手相视而笑。有时风把花瓣吹
进棋盒，恍惚又见董老师握着折扇说：

“围棋养人啊，你看这落子声，多像时
光在说话。”

而董老师，就像那株倔强的苔花，在
平凡的棋室里默默扎根。他用 30 余年
光阴教会我们：真正的胜负不在棋盘，而
在能否于绝境中开出花来。如今，他的
身影已融入每颗棋子的重量，每道棋盘
的纹路，每一声清越的落子。那些关于
坚持、关于等待、关于在黑暗中寻找光亮
的教诲，早已化作我血脉里奔涌的棋魂，
在代代相传的棋谱上，永远鲜活。

围棋伴我成长
祁县三中初二年级 米振瑄

近日，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温暖昭馀志愿服务队
与爱心企业三十七度鲜花，将“全民阅读年”活动筹集
到的儿童读物、经典名著、医药卫生、农业科学、生活百
科等200余册图书，捐赠给东南街村农家书屋。

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本版图片由祁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本报讯 “五一”假期，祁县乔家
大院文化园举办了以非遗技艺与国潮
元素为主题的“乔院非遗潮玩节”，打
破传统文化展示壁垒，将非遗从静态
展陈转为动态体验，让晋商文化走进
年轻群体。该活动融合了丰富的互动
体验，为游客打造“可看、可玩、可参
与”的文旅空间，让游客深度感受“非
遗潮玩”的独特魅力。

走进乔家大院文化园，长达 300
米的甬道化身“国潮实验室”。面部彩
绘师为游客精心绘制京剧脸谱、祥云
纹等国风图案，带领游客领略国潮文
化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的全新活力。

作为晋商文化的标志性景区之
一，乔家大院举办了“非遗潮玩节”，将
非遗从展柜里“请出来”，让游客从“旁
观者”变为“参与者”。活动期间，乔家
大院每天都有祁太秧歌、晋剧轮番上
演，让游客仿佛穿越回晋商鼎盛时
期。乔家花园化身“潮玩竞技场”，设
置了投壶、滚铁环等传统游戏挑战区，

吸引游客们踊跃参与，成功挑战者可
获得乔家大院定制款文创礼品。在保
元堂，非遗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
示高超技艺，游客不仅能欣赏到剪纸
艺术的独特韵味，还能亲自体验剪纸
创作，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艺术纪
念。在德兴堂三号院，伴随着一阵婉
转的古典民乐声，手艺高超的皮影艺
人靠着娴熟的操控技巧，让色彩斑斓、
形态多样的皮影形象在光与影的交织
中灵活“苏醒”。游客们穿行在大院的
各个区域，品尝特色小吃，观看非遗手
作，仿佛穿越回繁华热闹的晋商年代。

据了解，“五一”前夕，未来，园区还
引入了数控指路机器人，从休息室到手
机充电站一应俱全，交通疏导、食品安
全双保障，让游客在“穿越时空”的体验
中无后顾之忧。未来，乔家大院文化园
还将持续探索“非遗+科技”“文化+体
验”等多元模式，让园区成为传统文化

“破圈”的窗口，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
图为游客体验非遗剪纸。

（渠浩田）

传统与潮流激情碰撞

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举办“非遗潮玩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