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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马 永

红） 气温渐暖，园林苗木纷纷

返青。近日，市园林绿化服务

中心抢抓修剪时机，对市城区

树木进行了集中修剪。

3月26日，记者在市城区菜

园街看到，工作人员站在高空

车上，正忙着对道路两旁的杨

树进行修剪。他们或手持电

锯，或使用长柄剪刀，精心修剪

着每一棵树。“这些杨树都有几

十年的树龄了，长得非常高

大。每到春天，杨絮就像雪花

一样漫天飞舞，不仅容易引起

皮肤过敏和呼吸道疾病，还会

影响视线，给行人和车辆带来

安全隐患。这次修剪工作很及

时、很务实。”在菜园街居住的

市民张先生对记者说。

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修剪工

作得到了晋中公安交警支队、

晋中供电公司等多部门的配

合。晋中公安交警支队帮忙清

理车辆、审批临时路面占用，同时确保交

通摄像头不被遮挡；晋中供电公司派车辆

和人员在现场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线路

故障。树木修剪后，不仅可以减少杨树飞

絮，还能提升附近居民楼采光面积，为市

民创造更加宜居、优美、整洁的城市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为确保

辖区幼儿园食品安全，给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提供安全保障，近日，榆次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检查组、锦纶街道工作人员、乐安

社区工作人员一行来到榆次区第三幼儿

园，对幼儿园进行了食品安全检查，为孩

子们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

检查组一行深入幼儿园食堂，对厨房

环境、设备设施、餐饮具清洗消毒以及食

品原料的采购、储存、加工制作等各个环

节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他们仔细查

看了消毒间、备餐间、库房、洗消间的卫生

状况，并翻阅各类食品安全相关台账，确

保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经过严格检查发现，幼儿园在食品加

工操作方面规范有序，食堂环境卫生状况

良好，大部分环节都能严格遵守食品安全

相关规定。然而，检查组也发现了一些问

题，当场向幼儿园提出了整改意见，并要

求限期内完成整改。检查组工作人员强

调，“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健康

成长，不能有丝毫马虎。”幼儿园方面也表

示将认真对待检查组提出的问题，积极采

取措施加以改进，确保食品安全工作落到

实处。

此次检查不仅增强了幼儿园全体工

作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提升了食品储存

安全规范意识，也规范了食品加工制作流

程，提高了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同时，为

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食品安全检查
呵护幼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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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记者

在位于市城区蕴华

东街文海园看到，

市图书馆有声听书

墙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打卡，感受文

字的力量，享受听

书的美好。有声听

书墙精选文学、历

史、政治、经济等方

面 的 有 声 图 书 资

源，市民只需用手

机扫码，即可轻松

获取心仪的图书音

频，随时随地享受

阅读的乐趣，让阅

读之美无处不在，

让书香之“声”深入

人心。

记者 程婧 摄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

讯员 王迎波） 年初，榆社县专门

召开古建发展大会，制定出台支持

古建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在政策、资

金、项目等方面给予榆社古建集团

全方位支持，进一步加大了对古建

产业的发展力度，持续擦亮榆社古

建工匠“金字招牌”，推动脱贫劳动

力实现技能就业、稳定增收，形成了

“以龙头引领发展、以培训壮大队

伍、以品牌拓展市场、以产业带动就

业”的发展格局。统计显示，目前，

榆社县古建行业共有技术人员3305

人、施工队伍 100 余支、从业人数

7000余人，年收入达3亿元以上，人

均收入 4 万元，逐步成为该县劳务

输出、就业增收的主力军。

近年来，榆社县铸品牌、树标

杆，使传统古建焕发出时代生机。

在该县县委、县政府的倾力支持下，

榆社县整合8家县内从事古建行业

的公司，组建成立榆社县古建集团

有限公司，着力打造“品牌优质、业

绩优良、文化优秀”的现代企业，以

此擎举榆社古建产业发展龙头。

该县坚持把培育古建工匠作

为打造劳务品牌的重要支撑，多渠

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榆社县民政局和人社局

围绕“培训取证、劳务派遣、就业增

收”全链条提供服务保障，联合榆

社古建集团，在县职业中学举办高

级古建营造师培训班，43名学员获

得人社部颁发的高级古建营造师

证书，并挂牌成立县级古建营造师

培训基地，新增培训持证技术工人

2000余人。开办古建技能培训班8

期，培训古建彩绘工人 800 余人。

举办全省首家县级木工中级技能

鉴定考试，61名木工获得中级技能

职称证书。加大人才储备。榆社

县教育局、体育局牵头，强化校企

合作，推动古建集团和县职业中

学、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等合

作，开设古建筑修缮与仿建、古建

彩绘等相关专业。榆社县财政按

照每人每年5000元标准，设立县职

业中学古建专业发展资金，用于学

生生活补贴、教师聘用培训等。榆

社古建集团推荐行业顶尖师傅进

校开展专业授课，通过“现代学徒”

“收徒传艺”等方式，传承古建技

艺，培养古建人才，已累计招收古

建专业类学生近200名。该县与山

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探索“3+2”贯

通培养、联合办学等模式，打造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和实践教学

基地，为古建产业发展储备高素质

后备力量。加深技艺底蕴。榆社

县积极推进榆社古建集团、县职业

中学申报古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社会培训评价资质，并设立工作

室，探讨制定山西“汉纹锦”彩绘的

相关技术规范标准。集中山西大

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工程科技

职业大学建筑相关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古建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人

士，组成山西榆社古建智囊团，为

古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引领

指导。申报县级砖雕、木雕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收集、整理、编写

《榆社古建彩画技艺》教材读本，改

口口相传的方式为文本传承。

在内强古建工匠素质的同时，

该县通过外树形象，强化榆社古建

工匠的品牌建设。通过各级媒体及

新媒体加大榆社古建产业的外宣力

度，通过各种赛事擦亮榆社古建工

匠“金名片”，榆社古建工匠在全省

首届职业技能大赛、2022年山西文

博会、2023年深圳文博会屡屡斩获

佳绩。2023年10月18日，“榆社古

建工匠”作为我省唯一一个“2023年

脱贫地区特色劳务品牌”在全国劳

务协作暨劳务品牌发展大会上进行

推介宣传，进一步扩大了榆社古建

工匠的影响力。

伴随着榆社古建工匠美誉远

播，榆社古建的市场之路越走路越

宽。榆社县委、县政府领导亲自带

队招商引商，与山西建投、深圳文

交所等达成初步合作协议，赴北

京、浙江、广东以及大同、吕梁等地

开展专题宣传推介，开拓古建产业

外部市场，推动古建产业集群发

展。2023年，榆社古建集团相继参

与或承揽太谷古城修缮项目、左权

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片区提升改造、

柳林县明清一条街火神楼等 10 余

个项目。目前，榆社县有 100 余支

工程队活跃在内蒙古、云南、江苏

等十几个省份，仅内蒙伊旗影视城

工地高峰时就有 272 名彩绘工，工

资性收入达500余万元。据不完全

统计，在之前效益最好的年份，古

建产业仅工资性收入就达 1.5 亿

元，其带动就业、增收致富，效益十

分可观。

榆社县倾力打造劳务品牌“金名片”

古建工匠美名扬 富民增收稳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