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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娟） 环境就是

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近

年来，我市持续加大生态、环保宣传力

度，广泛开展绿色生活创建行动，“绿

色”俨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今年

7月10日至16日，是我国第33个全国节

能宣传周。7月11日，记者在市城区多

地走访发现，节能环保理念已深入人心，

绿色低碳新风扑面而来。

随着新能源车的推广和共享单车业

务的铺展，购买新能源汽车、骑共享单

车、乘坐新能源公交车等成为不少市民

绿色出行的新选择。

家住市城区翰唐公寓的张捷是一名

银行职员，他从家到单位大约要走 3 公

里，平时不开车、不乘坐公交车，绝大多

数时间步行上下班，有时候也会选择骑

共享单车，这种绿色出行的生活方式，他

已坚持4年。“‘以步代车’上下班，既不用

为堵车烦恼，还能锻炼身体，挺好的。”张

捷表示，绿色出行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生

活方式，“现在同事买车，第一选择大多

是新能源汽车，大家出行多选择拼车、乘

坐公交，能不开车尽量不开车。”

“绿”起来的，不仅有人们的日常出

行，还有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从事保

险行业的市民李浩然因工作原因经常出

差，他家里常备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牙

刷、梳子和小瓶的洗发水、沐浴液等。他

说：“很多酒店提供的洗漱用品都是一次

性的，造成了很大浪费，自带旅行用品，

减少了浪费，很环保。”

像李浩然一样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

用品的市民不在少数。进餐时，自带筷

子；饮水时，自带水杯；买菜时，自带环保

购物袋……观察身边，记者发现每个市

民都在努力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让少用、不用一次性用品成为

一种习惯。

光盘行动、一水多用、人走关灯、双

面用纸、旧衣回收、垃圾分类等节能好习

惯再度流行，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践

行着低碳环保理念。

“家里灯具、电器购买节能产品，洗

完衣服的水用来拖地、打扫卫生，洗菜水

拿来浇花，在自家阳台种菜，厨余垃圾用

来堆肥，白天不开灯……”这是 63 岁市

民陈瑞英的“节能经”。

“通过手机点餐时，下意识选择不配

送餐具；在睡前查看微信步数时，把步数

捐给公益项目；线上缴电费、水费；外出

聚餐，适度点餐，吃不完打包带走；夏天

空调温度不低于 26 摄氏度……”这是

“90后”市民唐东浩的低碳生活方式。

“随手关灯，垃圾分类，管好水龙头；

将旧练习本中未用完的纸张装订起来，

当草稿本；把旧衣服收集起来，送人或做

成环保布袋。”这是晋华小学一年级学生

马梓涵的节能“小妙招”。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这些看似简

单的点滴小事还有很多，这是市民追求

绿色低碳生活的生动写照，正是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文明、健康、绿色的生活

方式蔚然成风。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为

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深入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7月11

日，在昔阳县政府广场举办的“促进

转移就业、助力乡村振兴”2023 年乡

村振兴专场招聘会，吸引了众多本地

求职者前来应聘，深受大家好评。

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招聘单位

工作人员积极向求职者介绍企业情

况，详解用工岗位；广大求职者积极

咨询岗位需求、岗位工种、薪资待遇

等相关信息。现场求职的张仁杰表

示，以往为了找工作不得不外出，常

年在外面漂泊，与家人相隔甚远。现

在家乡发展迅速，在家门口就有机会

找到稳定的工作，既能照顾家人，又

能为乡村振兴作贡献，非常开心。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吸引50家

企业参会，其中省级企业35家、市级企

业10家、县级企业5家，共提供就业岗

位2537个。此次招聘会累计现场入职

求职、咨询人数达1656人（次），初步与

企业达成用工意向的459人（次）。

昔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该县将不断强化就业服务，拓

宽就业渠道，继续开展一系列招聘活

动，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努力打造

“线上+线下”、招聘不打烊的互动平

台，以就业改善民生，持续推动就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7月12

日，记者从市潇河流域管理中心获悉，该

中心始终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

两促进，在强化防汛工作举措的同时，科

学调度河道区间水源，积极主动为受益

乡村提供农业灌溉用水保障，力争把干

旱损失降到最低。

进入6月份以来，潇河灌区范围内平

均降水量仅为43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

24.1毫米，加之近日持续高温天气，灌区

受益乡村的农作物普遍受旱严重。针对

旱情严重的状况，该中心按照相关要求，

定期开展灌区土壤墒情测定，及时为受益

乡村提供旱情信息，积极主动深入灌区一

线进行调查摸底，全面掌握受益乡村农作

物待灌面积，合理安排灌溉水程，科学高

效利用现有水源，全力服务受益区农作物

灌溉。截至目前，已累计灌溉引水300余

万方，浇灌榆次区张庆乡王村、近城、张庆

等村庄的农作物1.5万亩，抗旱工作还在

紧锣密鼓推进之中。

目前，已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的

关键时段，该中心牢固树立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谨防“旱涝交替、旱涝

急转”的情况，全体人员密切监视汛情、

雨情、水情、工情的变化，始终坚持 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大对

潇河城区段河道、潇河湿地公园水域部

分、潇河灌区的巡查密度和巡检频次，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及时劝阻游人远离

河道、渠道等危险区域，着力强化安全

防范举措，力争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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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阳县举办专场招聘会

市潇河流域管理中心全力抗旱

引水浇灌榆次区农作物1.5万亩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

员 王邦慧） 当前正值玉米生长的

关键时期，为确保玉米等农作物及时

得到灌溉，有效缓解旱情。祁县水利

部门多措并举，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24

小时不停歇夏灌供水，全力满足农田

灌溉，为玉米等农作物“解渴”，保障祁

县稳粮增产。

在祁县古县镇下闫灿村，记者看到

源源不断的清水流向玉米地，农户们正

在忙着疏通引流。该村村民孟作裕长舒

一口气，说道：“今年天气太热了，庄稼

‘干渴’。现在有充足的水流灌溉到田，

我揪着的心才放下。我家今年一共种植

玉米20亩，目前已灌溉15亩，剩下最后

一块了。”

在祁县古县镇大韩村，记者看到灌

溉后的玉米郁郁葱葱，长势喜人。该村

村委会主任王红奎介绍，为有效缓解旱

情，祁县水利部门积极组织人员、机械对

玉米等农作物进行灌溉，该村目前已灌

溉农作物3000余亩。

祁县昌源河水利服务中心一干渠

站长马德虎表示，由于今年气温整体偏

高，为了有效缓解旱情，从 6 月初开始

对全县玉米、果树等农作物进行灌溉。

之前，为了确保农作物及时得到灌溉，

祁县昌源河水利服务中心从 4 月初开

始，就对各渠道进行检查，对灌溉设施

设备进行维修。在灌溉供水前，开展了

渠系工程检修，对供水渠道、水闸设施、

水泵设备等进行拉网式检查，重点对闸

门、启闭机及自动化设施等关键部位进

行全面保养维护，及时消除工程隐患，

全力保障供水安全。同时，结合历年供

水经验，结合土壤墒情、水情等，工作人

员实地勘察，了解农田灌水需求，提早

测算精准制定灌溉调水计划，确保有限

的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保障灌区粮食

安全。

目前，祁县昌源河灌区已灌溉玉米、

果树等农作物2万余亩。

祁县昌源河灌区24小时不停歇确保夏灌

全力供水 为农作物“解渴”

我市群众节能意识不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