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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在左权县辽阳镇西瑶村的平菇基地，工人
们正忙着拌料、装袋、灭菌、点种，现场一派繁忙。近年
来，西瑶村通过创新“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将64座闲
置大棚改造成现代化平菇产业园。首期项目已实现年产
1400吨、产值540万元，带动周边100多名村民就业，村集
体年增收11.5万元。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摄

小蘑菇撑起致富伞

今年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定为6月
23 日至 29 日，活动主题是“节能增
效，焕‘新’引领”。全国低碳日定为6
月25日，活动主题是“碳路先锋、绿动
未来”。

6月20日，晋中市2025年度节能
宣传周启幕，倡导节能环保成为共
识，绿色低碳蔚然成风。“十四五”以
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以“双碳”战略
目标为牵引，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提
质增效，推动节能降碳各项工作取得
良好成效。

培育节能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国家“双
碳”战略、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立
足区域高质量发展全局，能源利用效
率持续跃升，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
明，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
源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撑。

我市现有煤炭发电企业 9家，煤
电发电机组共计18台，总装机容量合
计 586万千瓦。“十四五”期间，“三改
联动”目标任务为375万千瓦，截至目
前累计完成“三改联动”改造502万千

瓦，提前完成“十四五”“三改联动”目
标任务。

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实施乏汽余热利用、汽轮机深度调
峰灵活性运行、锅炉智慧燃烧等项
目，创建实施煤电深度降碳示范工
程，项目列入我省首批创建零碳（近
零碳）产业示范工程试点，激发火电
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新活力；探索传统
企业发展新动能，实施对太原武宿国
际机场点对点冷热联供，烟气余热利
用，和顺风光一体化新能源项目等，
推动火电企业绿色转型蹚新路……
瑞光热电先后荣获国家煤电节能减
排示范电站、山西省省属企业红旗党
委、山西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
山西省模范集体等荣誉称号。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是企业之荣
耀，也是晋中绿色发展的缩影。

迸发绿色低碳新活力

“十四五”前四年，我市全口径单
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1%，以较低的
能源消费增速有效支撑经济发展。

今年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能耗
强度下降 2%，为完成年度全社会能
耗强度降低目标任务奠定了良好基

础，为碳达峰晋中行动作出了积极
贡献。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1户焦化企
业完成关停搬迁改造升级，其中关停
山西神龙焦化、平遥峰岩煤焦等焦化
企业13户，焦化产业依法依规完成压
减过剩产能任务，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100%，推进焦化产业实现园区化、链
条化、绿色化、高端化，实现焦化行业
技术装备水平质的提升；大机焦项目
全面推动智能化制造场景建设，已建
成生产管控、环保智能管控、安全管
控等平台，生产管理流程标准化率大
大提高，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产品
质量。

山西安泰控股集团借助专业管
理咨询团队，实施四级能耗管控，通
过对生产工艺进行深度调研，减少输
送管网损失和系统放散损失，实现了
能源介质的高效利用。目前，企业已
实施焦炉烟气余热利用项目等7个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

推动能源消费新思路

近年来，全市公共机构能源资源
节约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
效。2024年，全市 1832家公共机构，

能源消费总量 15.28 万吨标准煤，用
水总量 1511.46万立方米。人均综合
能耗和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比 2023年
分别下降7.22%和7.19%。

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方面，我
市的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榆次区人
民医院和综改区晋中开发区3家公共
机构已实现能源托管稳定运行、2家
医院已完成设备改造进入试运行阶
段、2家公共机构正在进行改造、5处
办公区正在展开能源托管服务项目
审计工作，按照“建成一批、推进一
批、储备一批”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了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的示范效应。

市能源局加强节能监察，包含工
业领域重点用能单位监察，非工业领
域用能单位监察，能耗限额标准执行
情况专项监察等，推动用能单位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加强合理用能保障，
确保完成全市节能目标任务。

2025年节能宣传周期间，我市围
绕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播绿色低
碳发展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
方式；注重节能相关政策法规宣讲解
读，增强节能降耗意识，积极营造节
能降碳浓厚氛围。

绿色低碳生活 建设美好晋中
——晋中市节能降碳工作成效综述

本报记者 周俊芳

本报讯 （记者李雨鑫）6 月 16
日，晋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太原师
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武晓媛博士，
为晋中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系计
算机应用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专
业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烽火
三晋 浴血山河》的精彩讲座。

讲座中，武晓媛从“为何山西成
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这一核心
问题切入，从地理位置、交通作用、
资源储备以及时代背景等多个维

度，深刻阐释了山西在抗战全局中
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带领师生们
回顾了山西抗战史上气壮山河的

“四大经典战役”，生动讲述了“平型
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
的首胜意义，“忻口会战”的惨烈与
顽强阻击，“百团大战”对日寇交通
命脉的沉重打击及其彰显的主动
性，以及“中条山战役”的悲壮历程
与深刻教训，详述每一场战役的背
景、过程、结果及其深远的历史意
义；立足山西本土视角，以详实的史

料和深情的讲述，带领师生们重温
全面抗战时期山西作为全国战略支
点的光辉历史与三晋儿女的英勇
牺牲。

讲座内容详实、情感真挚、感染
力强，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学生
们纷纷表示，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不
再是书本上的词汇，而是有了鲜活
的生命力，对青年一代是巨大的激
励。作为新时代学习信息技术的学
生，更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晋中市博士大讲堂举办三晋抗战专题讲座

本报讯 （记者毛静）今年是我省
新高考综合改革落地之年。为让全市
广大考生明晰我省新高考志愿填报的
相关政策、掌握志愿填报的核心方法，
近日，我市举办2025年新高考综合改
革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线上浏览量达
18.22万人次。

本次讲座邀请全国知名高考综合
改革专家、福建师范大学高考研究中

心副主任罗立祝副教授进行专题讲
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向全
市市民进行现场直播，广受好评。

本次讲座是市教育局践行为民办
实事宗旨的生动体现，为考生和家长
搭建了获取权威志愿填报信息的桥
梁，助力学子在高考志愿填报这一关
键节点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向着理
想学府稳步迈进。

我市举办新高考综合改革志愿填报讲座
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暑期是旅游市场的
旺季。随着中、高考结束
和大中小学陆续进入暑
假，暑期文旅市场已经拉

开大幕。在我市，不少景区针对考生推出折扣套餐、联票
优惠等措施，中、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等证件即可享受
门票减免、餐饮优惠、项目体验特价等多重福利。在提振
消费的大背景下，我市以优惠活动引流圈粉，拓展消费空
间，推动文旅消费市场提质升级。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我市暑期游客的构成中，中小学
生、大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山西大学城地处晋中，对整体
客流形成了较强的促进效应。从统计数据看，今年以来，
我市文旅市场延续了高位开局的态势，从春节假期到端
午假期，在旅游人次及旅游收入增长上均表现亮眼。

亮丽成绩单的背后，有惠民举措的强烈拉动。然而，
这一现象也存在挑战。当前，为了抢抓毕业季旅游热潮
的风口，各地普遍实行旅游优惠套餐。优惠套餐本质上
是一种价格战策略，短期内可以带来游客量激增，成为

“网红打卡地”，但若多个景区纷纷采取优惠措施，便容易
导致同质化竞争甚至内卷。因此，能否真正提供内容丰
富、形式新颖的文旅产品与服务，从而满足旅游者的个性
化、品质化、多样化需求，就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

在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生活所需的时代，旅游业
成为一个创造体验的产业，既可以是健康、放松、疗愈，也
可以是社交、娱乐、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作为暑期游主力的青少年，旅游对他们来说不仅是
一次放松身心的机会，更是拓宽视野、了解文化的过程。
一段旅程，可以增加阅历、增长见识，可以学到很多书本
上学不到的知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使旅游成为青少年领悟文
化之美、提升综合素质的途径，就要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始终保持对品质的追求。近年来，我市注重展示文化和
旅游融合的新项目、新业态，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
化馆、非遗民俗等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旅游场景。将
民俗、民间艺术有机融入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文化
空间，展现民俗文化之美，让游客体验历史文化，从“风景游”到“体验游、文
化游”。通过食住行游购娱，展示我市的风景特色和文化底色，创造更多文
化体验新空间和旅游消费新场景。

然而，文旅项目当下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越是旅游旺季，价格战
越激烈。在此背景下，从“优惠引流”到“文化引流”，就不仅是暑期游吸引青
少年的策略，也是文旅业转型升级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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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古称
“河东”，河指
的便是黄河。
在太行山深处
的左权县拐儿
镇，有一个叫
河东的村庄，
清漳河水缓缓
流 过 ，孕 育 了
别样的风情和
富饶的土地。

河东村距
离拐儿镇七八
公 里 ，人 口 不
过 300多，平均
海 拔 1300 多
米，紧邻公路，
交 通 便 利 ，土
地 平 坦 肥 沃 ，
自 古 盛 产 核
桃、花椒、玉米
和水稻。

河东村拥
有悠久的水稻
种 植 历 史 ，依
托清漳河东源
水 质 优 良 、水
温适宜的独特
生 态 优 势 ，积
极探索产业发

展新模式。
“2024年初，由村集体牵头，

成功引进山西太行红旅农贸有
限公司，创新采用‘企业+农户’
的模式，集中流转土地 500 余
亩，全力打造规模化水稻种植示
范区。”河东村党支部书记郭强
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耕地无人
种的问题，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我毅然回村挑起了重担，如今已
经初见成效，实现企业让利、百
姓受益。”

2024 年，河东村首期试种
210 亩优质“稻花香 2 号”水稻获
得成功，产量达9万公斤，全村人
均增收 1000多元，有效激活了村
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今年，
上级政府划拨 150 余万元，帮助
河东村修建水渠 1500米、水源处
保护1处，还将在田间道路、种植
机械、仓储等方面加大投资，扩大
水稻种植面积。河东村探索发展

“稻鱼共生”生态农业，在部分稻
田试点“稻+鱼、稻+蟹”综合种
养，利用鱼群除虫、肥田，实现水
稻增产、鱼蟹增收。

“我们的目标是推广绿色种
植标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争取
通过有机认证。”郭强介绍，河东
村还将开发农耕研学课程，设置
插秧、收割、扎稻草人等体验项
目，提供稻田景观房、农家菜体
验、夜间篝火等特色服务；与学校
联合开展自然教育，让孩子们感
受“粒粒皆辛苦”的农耕文化，激
活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池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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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文娟）近日，晋
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太原师范学院
讲师郝泽琼、晋中学院讲师梁润萍，
走进晋中职业技术学院，为师生们带
来古典艺术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

郝泽琼以《西方古典音乐的解
读与赏析》为题，围绕何为古典音
乐、生活中的古典音乐、西方音乐家
的人物解读与作品赏析、古典音乐
与美育教育4个话题展开阐述，全方
位解读西方古典音乐的概念类别、

经典作品、美育功能，进一步拓宽了
学生的艺术视野，让他们在古典音
乐的熏陶中感受到美的力量，提升
了审美素养与人文情怀。

梁润萍以《寒食清明知多少：习
俗里的文化传承》为题，从历史溯
源、节日习俗、文化传承 3个方面进
行讲解。她对寒食节和清明节的起
源、民间百姓的节日习俗，以及如何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文化基因
进行了深入剖析，特别对如何传承

与发扬晋中本土优秀文化提出了独
特看法。整堂课在热烈的互动与深
刻的思考中圆满结束，不仅让学生
们对寒食节和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更激发了他们传
承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晋中市博士大讲堂古典艺术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