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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走走进

本报讯 （记者王志敏）7月 14
日，全市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提
质增效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解读
了《晋中市高质量推进太行一号旅
游公路沿线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就扎实做好太行一号旅游公
路发展“后半篇文章”进行了安排部
署。市委常委、副市长张鹏出席并
讲话。

张鹏指出，抓好旅游公路沿线
提质增效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持续优化路域环境、打造城市文
旅形象的重要举措。全市上下要提
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进一步
压实责任、细化任务，全面提升全市

旅游公路沿线综合效益，真正把旅
游公路打造成为自然风景道、文化
旅游路、乡村振兴带、富民发展线。
要聚焦重点任务，补齐短板弱项，明
确时间节点，限期完成整改，统筹抓
好旅游公路审计问题整改和沿线提
质增效。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
作保障，围绕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改
善路域环境质量、提升旅游服务水
平、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健全长效运
管机制等重点任务，统筹资源调配，
强化督促指导，加快推进旅游公路
交通秩序管理、沿线村庄环境整治、
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为全市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张鹏出席全市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提质
增效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张文彦）7月9日，
我市青年影院举办首场公益观影活
动。榆次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
部及榆次区档案馆等十余个党组织
联合开展红色观影主题党日活动，榆
次区教育团工委组织开展“赓续红色
血脉 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团日活
动，300 余名党员及 40 余名团员、青
年代表参与观影。

本次活动播放影片为《一生交给
党》，以周逸群与贺龙的相识、相知、相
交的伟大革命友谊，以及参与南昌起

义的伟大革命经历为线索，讲述了贺
龙在周逸群的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
运动，并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共
产主义信仰的故事。影片通过展现共
产党员如何践行“一生交给党”的宏
愿，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
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无
私无畏的奉献精神。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部电影，进
一步理解了“一生交给党”所承载的重
量和意义，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坚
定的信念投入到以后的工作中。

我市青年影院举办首场公益观影活动

本报讯 （记者刘佳烨）7 月 11
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暖心家园”项
目在榆次区锦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揭
牌，标志着我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
扶工作迈向新的里程碑。

项目揭牌后，晋中市计划生育协
会、榆次区计划生育协会将认真落实

“暖心家园”项目要求，在推进项目建
设中开好头、起好步，不断提高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帮扶的精准度和实效
性，使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在精神上有
寄托、生活上有照顾、健康上有保障，
把“暖心家园”建设成为汇聚爱、传递
爱的温馨港湾，打造全市“暖心家园”
的模范典型，推动我市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关怀扶助工作取得新突破、蹚出
新路子。

揭牌仪式后，还开展了“花香暖
心 救在身边”主题系列活动。通过
花艺创作与互动体验，倾听特殊家庭
的心声，让参与者在花香中感受温暖；
通过讲授烧烫伤、犬咬伤、海姆立克急
救法等家庭急救技能，提升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应急能力。

下一步，晋中市计划生育协会将
以“暖心家园”项目实施为契机，推动
落实“双岗”联系人制度，落实走访慰
问、志愿服务、精神慰藉等帮扶措施。
以“暖心家园”促“暖心行动”开展，切
实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工作放
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用
爱心和责任心搭起走进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心门的桥梁，营造全社会关心
关爱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良好氛围。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暖心家园”项目揭牌

7 月 11
日，市民在市
城区社火公园
散 步 。 近 年
来，我市持续
推进公园游园
建设，以精致
的景观设计、
丰富的植物种
类，满足群众
见绿、近绿、亲
绿、享绿的需
求，提升群众
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足感。
本报记者

耿新洲 摄

太谷饼，始于清初，名成庚子，承载着几百年的时光与记忆。茶马古道驼铃声，炉火映照百年味。
小小太谷饼，是晋商走南闯北叱咤风云的见证，是晋中百姓勤劳智慧的结晶。在这块饼的历史中，荣欣
堂“薪火相传、奋飞不辍”的故事尤其耐人寻味。从太谷县城鼓楼底一个小作坊，到如今产值超亿元的现
代化食品企业，荣欣堂用130年的坚守与创新，成就了“中华老字号”在新时代的生命张力与文化价值。

太谷饼的诞生，恰逢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萌芽
期。19世纪末，太谷县作为晋商的重要发源地，商贾
云集，货通天下。有一种烤饼，名为甘饼，由于酥香甜
软和久贮绵香的优点，被太谷商人携带走南闯北，被

世人称为“太谷饼”，在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道上，太
谷饼成为晋商文化颇具辨识度的味觉符号。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在太谷县
城鼓楼底，糕饼师傅李怀贞开办太谷饼作
坊，以“堂堂正正、欣欣向荣”之意取字号为

“荣欣堂”，开启了一个太谷饼品牌的传奇。
李怀贞亲手烤制的太谷饼色泽金黄、口感醇
厚，加之诚信待客、童叟无欺，很快便在太谷
城中声名鹊起。李怀贞之子李立成自幼随

父学习制饼技艺，深得要领。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李立成被迫关闭荣欣堂，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传
承，他将秘方与技艺传给儿子李瑞祥，李瑞祥又传
给了女儿李景玲。

1995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来临，李景玲重新
燃起荣欣堂的炉火，在太谷县白城村成立荣记食品
厂。2003年，荣记食品厂改制为山西太谷荣欣堂食

品有限公司，荣欣堂正式注册为公司商标，第五代传
承人冀飞接过祖辈的接力棒，成为企业新的掌舵人。

荣欣堂太谷饼的用料极其讲究，有家传口诀：
“临汾麦子白又筋，北路胡麻香半城，熬成米粞灵味
浓，难得广西洋冰糖，最好永济白芝麻。”其工艺更
是精益求精、炉火纯青，从磨粉、熬粞、和面、烫面，
到烘烤、冷却、包装，每一道工序都遵循百年古法，
极致的追求成就了极致的舌尖味道。如此烤制的
荣欣堂太谷饼有四大特点：酥而不碎、甜而不腻、香
甜可口、久贮绵软。

从最初的手工烤制到电气炉，再到现代流水
线，岁月无声、变革迭代，而那第一炉火映照至今。

“荣欣堂太谷饼传承 100多年，始终恪守最传统的
配比秘方，保留重要环节上传统的制作工艺，严格
把控每一道生产工序。”冀飞深谙其道。正是这种
对传统的坚守，让荣欣堂在现代工业化浪潮中，依
然保留着那一口“老味道”。

2006年，荣欣堂被商务部首批认定为“中华老
字号”；2009年，太谷饼传统制作工艺被列入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百年匠心，终得传承。

留住原始的“味”

2003年，冀飞接手企业后，以传承与创新相结
合的理念，开始大刀阔斧改革，在生产工艺、产品种
类、包装规格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让工匠精神在
时代浪潮中吸取强劲动能、彰显新生活力。

研发自动化设备、拓展产品市场、推动电商销
售，荣欣堂以创新为动力，从一个乡村企业转型为
全链条产业的现代企业。“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传承，
更要发展。”冀飞表示。

2018 年，荣欣堂成功研制出成套太谷饼生产
设备，并于次年获得国家专利。自动化生产线投
产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显著降低。与此同
时，荣欣堂不断丰富产品线，从单一的太谷饼，扩
展到石头饼、孟封饼、老蛋糕、桃酥等五大系列 40
余个品种，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年产量达 1
万余吨。

2014 年，荣欣堂与时俱进，试水电商，2015 年
线上销售额首次超过线下。公司借助互联网业态，

促进并实现了转型升级，构建起“传统企业+互联
网+现代物流”的产销一体化新模式，树立了传统
产业转型的标杆。企业先后获得了“中华老字号”

“山西省著名商标”“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山西省
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山西省电子商务
示范企业”“全国主食加工业示范企业”“山西精品”
等荣誉称号，并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环境
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在位于太谷区水秀镇南付井村的新厂区，四条
全自动生产线平稳运转，金黄色的太谷饼一批批新
鲜出炉，空气中弥漫着香甜气息。在仓储车间，各
种型号各种口味的产品整齐排放，工人们忙碌着包
装和搬运。炎炎夏日，销售依然旺盛。荣欣堂办公
室主任赵鹏介绍：“每天仅线上销售就达 2 万件。
为保证产品新鲜，公司实行以销定产，仓库里的货
基本每日清空。”搭乘发达的现代物流，古韵悠长的
荣欣堂太谷饼带着甜香走向大江南北、千家万户。

开拓品质的“新”

照片说明
图①：在荣欣堂生产车间，自

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太谷饼新
鲜出炉。

图②：公司通过天猫、抖音等
平台，进行线上直播销售。

图③：太谷饼自动化生产线。

图④：荣欣堂新厂区及老作坊博物馆。
（资料图）

作为“中华老字号”和非遗传承者，荣欣堂传
承的不只是古老技艺，更是传统文化。

荣欣堂从创立之初，就秉承“勤俭、诚实、守
信、和谐”的传统经营理念。历经五代传承，进入
21 世纪后，荣欣堂凝练出自己的号训“诚实、律
己、匠心、感恩”。

在荣欣堂车间，记者看到的不仅是现代化的
流水线，更是匠人专注的眼神与不变的初心。品
质是企业的生命线，荣欣堂制定了各类标语、制
度，从食品安全到员工行为规范，从车间到食堂，
处处体现着“严、细、实”的管理理念。

2020年，公司投资3000万元，启动农谷街线下
体验中心项目，打造集文化展示、情景穿越、现场制
作、DIY体验、旅游参观、直播零售于一体的新零售
体验馆，成为弘扬晋商饮食文化、传承工匠精神的
重要窗口，体现了公司产学研融合发展、全链条产
业化的发展理念。其中，太谷饼非遗文化博物馆，
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全面展示了太谷饼的历史渊
源、制作技艺和企业文化。来此研学的学生张文
华告诉记者：“在这里，不仅可以品尝到手工制作的

太谷饼，还能通过互动体验，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
魅力。”正如冀飞所言：“要让年轻人了解太谷饼背
后的文化，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我们不只是做饼，我们更是在做文化、做传
承、做未来。”冀飞坚信，只有把企业文化做深、把
品牌做响，才能让荣欣堂走得更远。近年来，荣欣
堂积极参与“山西品牌中华行”等活动，将太谷饼
推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如今，荣欣堂已有新旧两个厂区，6 条生产线，
2024 年产值超 1.3 亿元。未来，公司计划在现有
厂区新增4条生产线，目标产值突破2亿元。

一块太谷饼，百年文化魂。从李怀贞在鼓楼
底点燃第一炉火，到冀飞在新时代带领企业走向
全国，老字号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怀旧滋
味，更在于提醒我们：有些美好需要时间的沉淀，
有些传承必须经受创新的淬炼。这或许是一个
民族对待传统的智慧
态度——在坚守本质
的前提下，永远保持开
放的变革勇气。

延续传统的“脉”

本报讯 （记者王志敏）7月 14
日，全市非法超限超载车辆治理工
作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全市治超
工作情况，对新形势下稳步推进全
市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进行分析
研究、部署落实。市委常委、副市长
张鹏出席并讲话。

张鹏指出，治超工作事关公路
基础设施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是加强安全生产、促进交
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
充分认识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采取切实有效举措，堵

牢超限超载运输的漏洞，保障全市
道路安全畅通。要压实属地责任，
注重关口前移，狠抓源头整治，严格
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职
责，继续加强路面管控，使非法超限
超载运输行为得到有效控制。要强
化科技赋能，完善治超监控网络，大
力推进科技治超，不断提升超限超
载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强化部门协
作，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健全“信息
实时共享、稽查联动响应”机制，依
法依规、严厉打击货用车辆违法超
限超载运输行为，为全市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张鹏出席全市非法超限超载车辆治理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王菲）刀削面、抿
尖、猫耳朵……山西面食文化博大精
深，种类繁多，是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面食文化的
创新与传承，以“食”为媒释放文旅消
费潜能，7月 22日至 23日，2025“怡然
见晋中”晋中市首届面食大赛即将在
太谷区举办。

本次大赛由晋中市政府指导，太
谷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太谷区总工会
联合举办。比赛项目为中式面点，特
别规定“山西四大面食”或其他特色杂
粮面食一道、点心类一道，不同原料，
技法不限，旨在弘扬和传承传统烹饪
工艺，发扬新时代工匠精神，进一步提
高选手传统工艺水平，激发选手对传

统烹饪的创新，展示传统烹饪的新形
象，提升传统烹饪的生命力与竞争
力。比赛期间，将举办开幕式、非遗面
塑展评展示等系列活动，通过丰富的
活动内容和互动场景设置，将弘扬非
遗与惠民消费相结合，让非遗面食产
品更进一步地融入人民群众现代生
活，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在山
西，从刀削面的劲道、剔尖的圆润到莜
面栲栳栳的醇香，每道面食都流淌着
黄河儿女的匠心和传承，每一道工序
都镌刻着晋商故里的岁月年轮。此次
面食大赛不仅是对面食文化的弘扬，
更是对未来新一代烹饪人才的鼓励与
支持。届时，在比赛现场，近百位选
手将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种类多样、
美味独特的非遗面食，既有晋中本土
特色，更有全省名优面食，漫步其间就
能尝遍山西美味，开启一场味蕾的奇
妙之旅。

“怡然见晋中”晋中市首届面食大赛即将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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