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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位部署 筑牢思想根基

活动启动之初，灵石县就迅速组
建了“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组，切实
肩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
责任，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
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活动期间，各乡镇、城区及安委会
成员单位积极组织党员干部、企业负
责人和一线职工，通过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专题研讨、集中宣讲等多种
形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动安全发展的工作实效，
加大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开展“一件
事”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工作，推
动生产经营单位自觉履行安全生产
责任。

此外，相关单位还聚焦活动主
题，组织观看“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
片、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专题
片、事故警示教育片等，开展“全民安
全公开课”、安全生产主题读书等活

动，让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有效提
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

多维度排查 消除安全隐患

全面排查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是防范事故发生的关键，也是保障安
全生产的基石。

“安全生产月”期间，灵石县大力
开展“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活动。聚焦
矿山、危化品、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以
及群众身边潜在的安全隐患，开展

“安全隐患排查行动”，并形成详细的
风险隐患整改清单；针对重大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和群众身边常见的安全
隐患，开展“安全隐患辨识行动”，不
仅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深
入解读和宣传教育，还鼓励企业从业
人员认真学习、切实运用本行业领域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结合督导检
查、明察暗访、监管执法等活动，开展

“安全隐患曝光行动”，进一步提升企
业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辨识技能和
举报积极性；积极引导安全生产专业

应急救援队伍发挥专业优势，指导企
业、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等开展以
隐患识别、逃生避险、抢险救援等为重
点的“消除隐患演练行动”，有效提升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广覆盖宣传 提升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是防范事故的第一道防
线，强化安全意识宣传，不仅能提升公
众的自我保护能力，还能凝聚社会共
识，为安全生产筑牢思想根基。

“安全生产月”期间，灵石县各乡
镇、城区和安委会成员单位结合自身
工作实际，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积
极开展线上线下安全宣传咨询活动，
向群众展示身边存在的安全隐患，普
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消防
安全等安全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的
安全隐患辨识能力。

此外，还广泛开展安全宣传“五
进”活动，将各种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
边，有效扩大了安全宣传的覆盖面，提
升了全社会的安全意识。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不仅
是阶段性的集中整治行动，更是构建
长效安全管理机制的重要实践。下一
步，灵石县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职能，
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通
过系统化、常态化的安全教育培训与
实践演练，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应急”的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切实
将安全责任压实到生产经营各环节、
各岗位。积极引导全社会树立主动排
查治理安全隐患的责任意识，营造全
民参与安全管理的良好氛围，鼓励广
大群众主动承担安全监督职责，及时
发现并消除潜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
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以坚
实的安全保障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郭苗）

图①：向村民讲解燃气使用知识。
图②：“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

动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安全知识。
图③：燃气行业安全演练。

郭苗 摄

本报讯 近日，在灵石县两渡镇
集屯高标准农田种植基地，1200 多
亩冬小麦迎来丰收。联合收割机、卡
车、装载机等机具穿梭于乡间道路与
田间地头，收割、脱粒、归仓、转运等
环节一气呵成，金色麦浪化作种植户
的丰收喜悦。

山西聚义集团紧紧抓住“三夏”
农时关键节点，以先进农业技术为保
障，以现代机械机具为支撑，科学调
度各类农业生产要素，让夏收、夏耕、
夏种流程无缝衔接，成功实现 2000
亩农田双种双收，为农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据山西聚义集团晋宝望农业公
司种植板块经理闫贵堂介绍，今年，
公司提前实施了水肥一体化精细管
护，现在集屯基地的 1200 多亩小麦
进入收割季，公司调用了7台新型收
割机同步作业。这些机具能一次性
完成收割、脱粒等工作，相比传统方
式效率更高，操作也更敏捷，预计 2
天可全部收割完成。

小麦收割完毕后，大型拖拉机随
即开展秸秆还田、土地深松、摊平覆
盖等旋耕作业，原本的金色麦浪田摇
身一变成为黑黝黝的沃土。在旋耕
后的农田里，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
的忙着转运玉米苗，有的操作全自动
移苗一体机进行移栽，还有的跟进铺
设滴管、补栽玉米苗、浇灌补水，一株
株绿油油的玉米苗为农田“换上新
衣”，孕育新的希望。

山西聚义集团鑫辉源煤业公司
夏收服务工作队小组长武志斌说：

“鑫辉源煤业公司组建了200多名成
员的夏种服务工作队，按照新型一体
机移苗机的配备，分7个小组同步实
施玉米移苗种植，前期大家已经经过
培训试种，掌握了基本操作要领。这
几天，我们每天两个班次 7 个小组，
蹲守在种植基地连续作业，确保夏种

工作高质量推进、圆满完成。”
据了解，自 6 月 15 日起，300 余

名干部职工与30多台农机具协同作
战，抢收小麦、耕地旋地、移栽玉米
苗、种植谷子、铺设滴灌等工作有序
推进。截至 6 月 19 日，2000 余亩小
麦已全部抢收完毕，颗粒归仓，“三
夏”工作成效显著。

山西聚义集团晋宝望农业公司
负责人李尚勇介绍，公司提前制定了

“三夏”工作实施方案，按照“夏收夏
耕夏种”的时序，组建 300 多名由党
员干部职工为主的服务突击队，全面
开始小麦抢收，他们及时就地旋耕，
跟进夏种作业，本次投入新购买的 7
台全自动玉米移栽种植机，调配9台
拖拉机，20 多名操作手同步作业，7
个小组起早贪黑两班倒，坚守在田间
地头，确保“三夏”工作高效推进，稳
产增收。

据悉，受气候与地理条件限制，
灵石县大田作物长期保持一年一熟
模式。山西聚义集团自主研发的玉
米移栽技术，成功打破地域局限，实
现 2000 余亩农田双种双收，为北方
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李尚勇说：“4月份，我们在马和
基地移栽的试验田取得了成功，5月
15日开始在三大基地大面积培育玉
米苗，育苗同步进行施肥喷洒浇水，
确保育苗成活率达到 95%。按照现
有的移栽机和技术，每亩地可以种植
5500株，我们现场跟进人工护理、跟
进滴灌浇水，计划实现夏种玉米
1200 亩，试验品字形玉米 400 亩，夏
种谷子400亩，其间投入各类机具50
台，滴灌管 2000亩，化肥物资 100余
吨，截至目前已完成‘三夏’工作，实
现一年双收双种，构建机械化、一体
化、高质量、内循环发展的现代农业
体系。”

（霍卫东）

山西聚义集团高效推进“三夏”生产
实现2000亩农田双种双收

本报讯 近年来，山西鑫奥特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深入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鑫奥特矿
山治理现代农业示范园和山西现代鑫
源牧业产业园，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
大力推进光伏项目建设，在“绿色梗阳
新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走进山西现代鑫源牧业产业园，
一幅绿色发展的新图景跃然眼前。牛
舍屋顶及周边空地上，整齐排列的光
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里曾经是
煤炭开采作业区，经过科学规划，如今
已蜕变为集循环农牧业与绿色电力生
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据鑫兴
新能源有限公司现场技术员张尹介
绍，鑫兴光伏公司承接了鑫源矿区的

光伏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69亩，安装
光伏组件共 57187 块，总装机容量为
34.5MW。该电站已于2024年12月20
日完成并网发电，日均发电量约 12万
度，年均发电量约4500万度，减少二氧
化碳排量 2.54 万吨，相当于种植了
3.94万棵大树。

光伏能源作为清洁能源的代表，
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可持续的电力，更
通过“光伏+”的创新模式，为传统产业
升级注入了绿色动能。在梗阳集团鑫
源煤业，风光储、农光储等系列光伏项
目相继落地，为企业的“新质未来”奠
定了坚实基础。在鑫奥特矿山治理现
代农业示范园的边坡地上，光伏板整
齐排列，与周边的绿色植被交相辉映，

构成了一幅“蓝色光伏+绿色农业”的
生态画卷，“光伏+生态治理”的模式让
这片土地重焕生机。

据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
设 有 限 公 司 灵 石 风 光 储 一 体 化
100MW光伏项目项目经理李刚介绍，
光泰光伏项目在鑫源矿区内规划建设
60MW，目前施工完成 20MW 已经并
网发电，剩余部分正在进行清表以及
测量放点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倒排
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加大人员、
机械投入，合理调整施工时间，提高施
工效率，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顺利
完成，早日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与光泰风光储光伏项目不同的格
盟山西启光农光储项目，则更加注重

土地的高效利用。项目全部采用柔性
组件，质量轻、可塑性强，能够充分利
用光照资源，完美适配农业发展场景，
实现棚上清洁发电、棚下高效种植的
农光互补模式。目前，该项目已经并
网发电，土地正在筹备种植酸枣。

据格盟山西启光发电有限公司
100MW 农 光 储 科 技 一 体 化 项 目
220KV磁窑沟光伏电站站长郭晋峰介
绍，格盟灵石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的
新能源光伏项目建设总容量100MW，
有 55MW位于鑫源煤业内部，这部分
光伏采用柔性组件，预计年发电量达
7000万度，可节省标煤耗2.5万吨。

随着各个光伏项目的陆续并网发
电，从“黑色煤海”到“蓝色光伏”，从传
统能源到现代农业，山西鑫奥特走出
了一条“生态修复+现代农业+清洁能
源”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这种多能
互补的发展模式，不仅盘活了土地资
源，更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
双赢。

（肖晨辉）

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光伏+”赋能绿色转型 闯出发展新路径

本报讯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
业是就业之源。今年以来，灵石县
持续加大就业创业扶持力度，通过
释放政策红利，为创业者和小微企
业送上“金融活水”，让更多创业者
敢闯敢试，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能。

灵石县静升镇马和村的“来吃
鱼”鱼庄，是个体户霍海丽开设的分
店，有着数十年餐饮经营经验的她，
在顾客的鼓励下决定在马和拓展业
务，开设分店，但装修、设备采购等
所需的启动资金让她犯了难。关键
时刻，灵石县人社部门推出的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政策解了她的燃眉之
急，提交申请后，邮储银行灵石县支
行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对接，很快完
成放款流程，让霍海丽得以顺利推
进新店筹备。“当时，我们在资金上
有点困难，提交了一个申请，邮储银
行的工作人员到店里实地考察后，
贷款很快就到账了，我们马上对店
面进行了装修，现在店里生意已经
好起来了。”霍海丽开心地说。

同样受益于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的，还有静升村的豆芽作坊经营户

王金萍。从事豆芽生产十余年的
她，通过创业担保贷款，在家修建了
新的生产车间，不仅降低了生产成
本，还扩大了生产规模。“一直在外
面租赁的场地，成本太高，自家院子
里也有闲置的地方，就想着修建两
间平房开店使用。但是当时我们资
金不足，就咨询了邮储银行的工作
人员，没想到只隔了一个星期就给
我们放了款，真是太及时了。”王金
萍说道。

近年来，邮储银行灵石县支行
积极与县人社部门对接，围绕稳岗
创业不断推出金融产品，创新金融
服务，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
头活水”。据邮储银行灵石县支行
行长刘立峰介绍，截至目前，该行已
累计为全县 240 位创业者提供了
4300 余万元的贷款，涉及批发、零
售、餐饮、服务等多个行业。下一
步，邮储银行将继续积极落实国家
政策，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以促进就
业为目标，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简化
流程，提高审批及放款速度，活跃市
场主体，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肖晨辉）

灵石县

“金融活水”浇灌创业沃土 政策红利激活县域经济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灵石县化工
园区突发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验证应
急响应机制效能，锤炼应急救援队伍
实战能力，全面提升化工园区应急处
置水平，6月 27日，灵石县两渡化工园
区组织开展 2025 年度重大危险源泄
漏及灭火综合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山西宏源富康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化产车间粗苯工段发
生苯类物质泄漏，导致巡检人员因乙
苯气体中毒昏迷。由于泄漏量超出

企业自主处置能力，现场险情升级，
企业立即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专项
应急预案，同时灵石县化工园区启动
两级应急联动机制。园区应急指挥
部统筹调度医疗救护、生态环保等专

业力量赶赴现场，通过实施泄漏源封
堵、中毒人员抢救、警戒区域管控等
处置措施，最终成功控制事故态势，
演练达到预期目标。

此次演练，充分验证了园区危

化品事故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用
性，展现了应急救援体系快速响应
能力及部门协同默契，为企业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

（韩燕）

灵石县两渡化工园区

开展重大危险源泄漏及灭火综合演练

以行动践行安全 共筑安全发展屏障
—— 灵石县“安全生产月”活动亮点纷呈

安全生产是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关
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稳定大局。

今 年 6 月 是 第 24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
题为“人人讲安全、个
个会应急——查找身
边安全隐患”。灵石县
紧紧围绕主题，开展了
一系列“安全生产月”
活动，为全县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
的安全环境。

邮储银行灵石县支行工作人员为“来吃鱼”鱼庄办理贷款业务。 肖晨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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