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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史 俊 杰） 近

日，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通报表

扬 2022 年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我

省 3 个县（市）入选，

其中，我市介休榜上

有名。

2018 年 12 月以

来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

农业农村部等 18 个

部 门 联 合 印 发《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

庄 清 洁 行 动 方 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发动群众开

展“三清一改”，即

清 理 农 村 生 活 垃

圾、清理村内沟塘、

清理畜禽养殖粪污

等 农 业 生 产 废 弃

物 ，改 变 影 响 农 村

人居环境的不良习

惯 ，着 力 解 决 村 庄

环 境 脏 乱 差 问 题 。

根据《行动方案》，

介休市聚焦群众身

边的人居环境改善，

打开小切口、实现大

投入，全力开展乡村

清洁行动，建设农民

身边的“大花园、大

公园、大田园”，努

力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为乡村

振 兴 奠 定 扎 实 基

础。在具体工作中，

介休市首先强化顶

层设计，高位推动、

压茬推进，相继开展

“一打两清三整治”

专项行动、“秋冬攻势”行动，

编制了介休市域乡村建设规划

及 42 个乡村的实用性村庄规

划，做到一村一策，使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扎实有序推进。其

次强化环境整治，围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重点任务内容，在

处置好垃圾、改造好农厕、打

造好典型上下功夫，按照分级

分类的原则，综合考虑农村现

状、发展条件、地理位置等多

方面因素，以点带面不断深化

推广成功经验。第三强化文明

治理，介休市通过“能人带头、

乡贤闯路”的模式，在建立长

效机制、宣传文明理念、巩固

治理成果、建设“美丽农村”等

方面发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稳定改善。

下一步，介休市将继续以

高昂奋进的姿态、扎实管用的

办法，继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持续巩固村庄清洁的成

果，让群众的“田园生活”越过

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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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3月13

日，记者在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队召开的“城管进小区”工作推进会

上了解到，今年，该行政执法队将联

合榆次区住建局、榆次区各街道办推

进“城管进小区”工作，聚焦市城区物

业管理领域的现实矛盾，通过抽查检

查，依法查处一批侵害群众合法权益

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督促物业企

业规范物业管理行为，提升物业服务

水平，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群众事无小事。“城管进小区”工作

被列为今年市政府督办的重点工作之

一，主要任务是督促物业企业规范管

理。根据《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

关于“城管进小区”工作推进的实施方

案》，该项工作按照“物业落实主体责

任、社区加强日常监管、城管依规严格

处罚”的原则，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物业

管理条例》，将重点查处以下物业管理

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建设单位、物业

服务企业不移交有关资料；住宅物业的

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

业管理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

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建设单位擅

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擅自改

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

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擅自占用、挖

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场地，损害业

主共同利益；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建设单位在物

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必要的

物业管理用房；物业服务企业将一个物

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理一并委

托给他人；物业管理企业挪用专项维修

资金；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

用房的用途。

本次专项检查将持续到9月底。期

间，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抽取

10 个有物业企业服务的小区或商业体

作为检查对象，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下

达处罚建议书，对物业企业的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纠正和立案查处。9 月份，对

已整改的小区和商业体开展“回头看”，

防止问题反弹，强化抽查检查效果。通

过专项检查，切实解决城管领域的一些

民生问题，持续将普法、执法和服务融

入群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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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

员 陈智） 一年春为首，生产正当

时。连日来，太谷区玛钢企业以建设玛

钢专业镇为契机，赶订单、抢市场、提产

能，铆足干劲，力争首季“开门红”。据

悉，目前太谷玛钢产品供不应求，太谷

区 112 家玛钢企业 1 月和 2 月累计生产

玛钢4万多吨，产值达 3.68亿元。

在山西龙成玛钢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绿色智能铸造升级改造项目生产

车间，机声隆隆，一派忙碌景象。生产

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源源

不断的成品有序下线，被销往全国各

地，产销两旺，令人欣喜。目前，该公司

1 月和 2 月已完成订单 3000 余吨，预计

全年可销售3万余吨。

该项目由中国汽车工业设计院设

计，总投资3.2亿元。项目将智能化、信

息化和数据化贯穿设计、生产、建设等

全过程，取得了生态环境部专家排放绩

效A级符合性论证意见，实现了玛钢企

业绿色低碳、智能制造转型发展。

山西龙成玛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

嘉起介绍：“与传统设备相比，我们采

用底注式浇注机、智能化铁水运行系

统、智能砂芯传输系统，回料炉自动运

行设备、智能配料系统，在提高效率的

同时确保了安全性，实现了车间集约

化、生产智能化、过程高效化、信息精

准化。”

玛钢铸造产业是太谷的传统支柱

产业。40多年来，众多从业者共同见证

了太谷玛钢产业的发展。2022年9月，

太谷玛钢这个“老字号”迎来了产业发

展的新机遇，《山西省促进专业镇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山西省支持专业镇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按照

“传统、特色、专业、优势”的要求，我省

将太谷玛钢作为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

业镇之一予以培育，对品牌升级是一

次难得的机遇。

韩嘉起表示，要抢抓机遇，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严把质量关口，按照“传

统、特色、专业、优势”的要求，发挥好省、

市扶持资金撬动作用，加强技术、产品、

品牌创新，实现产品由“制造”走向“智

造”，助力太谷玛钢实现高质量发展。

太谷区工信局副局长白景峰认为，

太谷玛钢省级重点专业镇的金字招牌，

让太谷玛钢再次焕发新生。玛钢铸造

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从无到有，

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目前太谷拥有各

类玛钢企业112家，年产值达70多亿元，

上缴税收1.8亿元，从业人员达6.8万余

人。其中，玛钢管件占全国市场50%以

上，电力金具占全国市场近80%，产品远

销欧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中

国玛钢产业基地”“中国玛钢外贸孵化

基地”等荣誉称号。为实现“开门红”，

太谷各家玛钢企业“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下一步，太谷区将加强玛钢产业

技术、产品、品牌创新，将太谷玛钢专业

镇打造成为一张崭新的太谷名片。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牵头推进“城管进小区”专项检查

聚焦群众身边事 督促物业补漏洞

玛钢“专业镇”力争“开门红”

3 月 14 日，市城区工人

文化宫北广场举行“2023年

春风行动暨人才交流洽谈

会”。招聘会现场，人头攒

动、气氛热烈，来自省内的

众多大企业、名企业现场设

台求贤，广大求职者现场咨

询应聘，省去了许多中间环

节，让求职者在家门口就能

找到工作。

记者 杨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