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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的岗位很精准，服务很

暖心！”

“谢谢‘娘家人’，如春风般温暖

了我们。”

在市妇联开展的线上线下形式

多样的春风行动中，妇女群众纷纷点

赞道。

3月1日，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为

做好广大女性创业就业服务工作，解

决好妇女群众关心的就业难题，春节

过后，市妇联联合市人社局等相关部

门开展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专项服务活动，为求职者特别是女

大学生、女农民工和企业搭建平台，

促就业、保民生、便群众。

本次活动以春风行动月为契机，

搭建起女性求职者与企业“云集市”

平台，期间，举办“春风送岗 职因你

来”女企业家专场直播招聘会 2 场，

联合我市34家“妇字号”企业提供了

335个适合女大学生、女农民工等妇

女群体就业的岗位，在晋中招聘网及

市、县妇联等网络媒体同步直播招

聘，观看人数累计2.3万人（次），互动

简历 586 份，收获 10 余万点赞，进一

步引领广大女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弘扬女企业家精神，做服务大

局的排头兵。

在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

月线上线下专项服务活动中，通过

市妇联、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等线

上平台，大力宣传各类企业就业岗

位。截至目前，市妇联微信公众号

平台发布招聘信息 8 期，涉及 96 个

企业 503 个岗位，招聘需求 2700 余

人。同时，积极组织企业、求职者参

与人才市场现场招聘会，在人才市

场设立的惠民政策咨询服务点，组

织巾帼志愿者走进供求人群，宣传

女性相关法律法规，指导“妇字号”

企业为有就业意愿的女大学生、女

农民工、就业困难妇女提供就业岗

位，努力实现就业有支持、用工有保

障、满意有提升。

活动期间，各县（区、市）妇联同

步开展春风行动，围绕女性就业、政

策解答、权益维护等方面，多层次多

形式进行宣传和指导。截至目前，

各县（区、市）妇联共举办线上线下

招聘会 27 场（次），累计为 1200 多个

企业推荐岗位2.2万余个，求职者达

13 余万人（次），5000 余人（次）达成

初步就业意向。

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实施创业就业巾帼行动、乡村振兴巾

帼行动，充分促进巾帼人才力量发

挥、加速推进妇女创业就业等工作纵

深发展，开展好招聘送岗位、巾帼人

才培训、异地搬迁巾帼讲堂等活动，

因地制宜做好多领域妇女专项技能

培训，提高妇女就业增收、创业致富

能力，为广大女性提供更有质量、更

有温度的服务。

春 风 送 岗 情 暖 姐 妹
记者 闫淑娟

本 报 讯 （记 者 马 永

红） 在第113个“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来临之际，近日，榆社县

妇联深入农村开展“健康晋中

母亲行动”走基层送温暖活动。

活动现场，妇联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通过发放健康宣传小

册子，为广大农村妇女耐心细

致讲解了“两癌”防治、婚前检

查、婚育服务等妇女关注的健

康知识，引导她们要做好健康

防护，树立健康文明理念，要重

视健康，懂得呵护自己；引导她

们带动家庭树立“每个人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观念。

活动结束后，榆社县妇联

联合云簇镇妇联、社城镇妇联

走访慰问了辖区内特殊妇女

家 庭 ，为 她 们 发 放 了 衣 服 等

慰 问 品 ，妇 联 工 作 人 员 与 她

们 亲 切 交 谈 ，鼓 励 她 们 要 勇

敢 面 对 暂 时 的 困 难 ，努 力 走

出 生 活 的 困 境 ，积 极 乐 观 地

面对生活。暖心的话语、温暖

的关怀，让她们暖意融融，她们

表示：“谢谢妇联‘娘家人’对我

们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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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娟 通讯员 韩俊媛）

“眼科医生来家门口为大家看眼睛了！”

“我患有白内障，正想去医院做检查呢，这下不用

跑医院了！”

2 月 28 日上午，在灵石县兴安社区，前来问诊

的居民络绎不绝。灵石县绵山眼科医院的医生们

正在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检测视力，普及健康知

识，并设立咨询台，为居民解答高血压、眼部疾病

预防等方面的问题，结合每位居民的身体状况提出

相应的医疗指导和建议，提醒大家要加强锻炼，注

意日常保养。

居民王女士高兴地说：“社区的服务是越来越

贴心、越来越到位，不用排队挤医院、找专家，家门

口就能看病，真的很方便，希望社区多组织这种义

诊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灵石县兴安社区联合灵

石县绵山眼科医院开展的义诊进社区活动，为辖

区 居 民 检 查 视 力 、眼 表 、眼 底 ，认 真 排 查 白 内

障 、青 光 眼 等 眼 部 常 见 疾 病 ，旨 在 更 好 地 服 务

辖 区 居 民 ，切 实 增 强 居 民 群 众 爱 护 眼 睛 、防 治

眼科疾病的意识，传播健康理念，提升居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

活动的开展，让兴安社区居民感受到了基层公

共卫生服务带来的便利和好处。居民们通过体检和

健康咨询，不仅提高了对自身健康的认识，也学到了

如何更好地调理自身，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灵石县兴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健说：“我们社区

老年人较多，或多或少都患有眼疾，此次义诊志愿服

务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对老年眼科疾病有了更深的

了解。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开展义诊活

动、健康讲座等多种志愿服务活动，增强居民自我

保健能力，改善居民健康状况，不断提升大家的幸

福感、安全感、归属感。”

爱心义诊暖民心

又是一年春来到，太谷区侯

城乡东山底村果农程林安的心

里犯起了嘀咕，“樱桃树的萌芽

状态不错，剪枝势在必行，可是

这些树栽下 6 年了，一直没有收

成，同时期栽树的邻居果园里早

已硕果累累，唯独我家的樱桃园

颗粒无收。”这对于远近闻名的

“果树把式”老程来说，无疑是一

块心病。

时令不等人，老程看着满园

的樱桃树举棋不定：剪吧，怕浪

费时间精力得不到收成；不剪

吧，看见花芽不少，又怕误了收

成。儿媳妇小楠知道老程的心

思后，3月1日专门请到了山西农

大果树所的果树专家张生智到

樱桃园指导。

张生智是坚持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的果树专家，主要从事果

树的栽培研究。主持并完成了

省科技厅项目“玉露香梨高光效

树形的研究”，连续多年主持省

级“三区”人才项目，同时参与了

“吕梁山区特色果树标准化栽培

集成与示范”“龙田晚红大樱桃

设施栽培”等省部级项目，获得

了山西农村技术承包一等奖一

项。参与审定了“冷白玉”“寒露

脆”“六月红”等多个果树新品

种。完成了山西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地方标准技术规程两项。

专家出马，人到“病”除。刚

进果园，张生智就看出了一些问

题，“老程，你这果园打理得不

错，还铺了地布。但樱桃根系

浅，呼吸旺盛，既不抗旱也不耐

涝，要适时浇水和及时排水，应

该是中间高两头低，你的树正好

相反，树在低洼里，灌溉后容易

聚水烂根，起了垄会更利于生

长。”老程恍然大悟，忙拉着张生

智往里走，“张老师，你看看我这

树该咋剪？”

老程是个老果农，父亲是太

谷区最早种植苹果树的农民之

一，他跟着父亲侍弄果树三四十

年，经验丰富。他把家里所有的

土地都种了果树，一块地种桃

树，一块地种杏树，还有梨树、苹

果树。老程打理果树的手艺是

远近闻名的，他种的水蜜桃在市

场上非常受欢迎，有一批老顾客

每年都会等着品尝，这也是老程

最得意的事情。6 年前，老程整

理出一小块边坡地，从山西农大

果树所买了100多棵樱桃树苗种

下，想再增加一下自己家的果树

品种。为了更好地打理樱桃树，

老程在网上关注了好几位果树

专家的账号，经常看经常学，可

是樱桃树的成长却不尽如人意，

年年开花不结果，老程最终把原

因归结为这块地的小气候使然，

“这块地临近大棚园区，地势低，

每年倒春寒就冻这块地，所以造

成樱桃年年不结果。”

张生智让老程先剪一下枝，

老程麻利地上下挥剪，一会儿一

棵树就剪出一半。张生智接过

剪刀，边剪边指出老程的问题所

在。“樱桃是高喜光照树种，内膛

小枝如光照不良往往迅速枯死，

樱桃叶片又较其他北方落叶果树

的叶片大得多，因此不能单纯地

模仿苹果、梨等果树的整形修

剪。要掌握好骨干枝安排、枝组

搭配、光照充足的原则，盛果期

树宜冬季修剪，以短截、疏枝、回

缩为主。樱桃树多数是异花授

粉，必须配置授粉树，主栽品种

与授粉品种按 2：1 的比例配置，

才最大可能丰产。如果条件允

许，可以改为棚内种植，既能提前

上市时间，也能避免倒春寒的损

失。”三年前地里有两棵樱桃树

枯死，老程马上补栽了两株梨

树，这个看似精明的操作反而增

加了管理的难度——樱桃成熟

的季节正是梨食心虫高发期，

打药会损伤樱桃，不打药则会

惹虫，反而是两种水果都受害。

老程听得频频点头：“看来管

理果树还得靠科学，光凭老经验

已经满足不了丰收的要求了。”

樱桃树6年不结果“老把式”请教“少专家”
记者 路丽华 通讯员 阴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