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记者 史俊杰）） 11月月

1313日日，，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传来好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传来好

消息消息，，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市全市 1111 个县个县（（区区、、

市市））首批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已全部首批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已全部

发放到位发放到位，，实现了县县全覆盖实现了县县全覆盖。。随着随着

全市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的发放全市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的发放，，不不

仅解决了林地权属不明仅解决了林地权属不明、、边界不清等边界不清等

问题问题，，更让更让““沉睡沉睡””的山林资源得到了的山林资源得到了

盘活盘活，，林农权益得到进一步保护林农权益得到进一步保护，，林林

地身价也进一步地身价也进一步““涨涨””了起来了起来。。当前当前，，

全市林草总产值达全市林草总产值达 7676 亿元亿元，，创历年创历年

新高新高，，为全市林农群众人均年增收为全市林农群众人均年增收

810810元元。。

在林权改革中在林权改革中，，我市积极探索我市积极探索、、

高位推动高位推动，，20242024年年66月月33日日，，签发关于签发关于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总林长令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总林长令，，

随后随后，，1111个县个县（（区区、、市市））相继签发林改相继签发林改

总林长令总林长令。。20242024年年1111月月2727日召开全日召开全

市总林长会议市总林长会议，，就就““扩绿扩绿、、兴绿兴绿、、护绿护绿””

改革进行再安排改革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部署。。市规划和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先后自然资源局先后99次召开党组会次召开党组会、、专专

题会题会、、调度会推进全市林权改革调度会推进全市林权改革，，组组

建工作专班建工作专班，，解决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1111个县个县

（（区区、、市市））都以都以““两办两办””文件印发林改行文件印发林改行

动计划动计划，，市县联动发力市县联动发力、、部门协同配部门协同配

合合，，全市抓林改工作体系全面形成全市抓林改工作体系全面形成，，

氛围浓厚氛围浓厚，，林权改革正朝着林权改革正朝着““生态美生态美、、

产业兴产业兴、、百姓富百姓富””的目标加速迈进的目标加速迈进。。

具体实践中具体实践中，，我市在原有林权证我市在原有林权证

书合法有效的基础上书合法有效的基础上，，遵循不变不遵循不变不

换换、、尊重群众意愿尊重群众意愿、、依申请办理的原依申请办理的原

则则，，坚持清理规范坚持清理规范、、解决林权纠纷与解决林权纠纷与

换证发证同步进行换证发证同步进行。。介休市介休市、、和顺和顺

县县、、左权县左权县、、祁县林业局积极与县自祁县林业局积极与县自

然资源局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动沟通不动产登记中心主动沟通

对接对接，，第一批发放证书第一批发放证书，，实现零的突实现零的突

破破；；随后随后，，寿阳县寿阳县、、昔阳县昔阳县、、榆社县等榆社县等

也陆续颁发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也陆续颁发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市全市1111个县个县（（区区、、市市））首批首批

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已全部发放到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已全部发放到

户户，，共发放不动产证共发放不动产证 198198 本本，，让林业让林业

经营户吃上经营户吃上““放心丸放心丸”。”。

在深化集体林权改革中在深化集体林权改革中，，我市坚我市坚

持把发展林草产业作为林权改革的持把发展林草产业作为林权改革的

根本之策根本之策，，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不

断厚植断厚植““生态美生态美””绿色家底绿色家底，，增进增进““百百

姓富姓富””生态福祉生态福祉，，在全市形成了五大在全市形成了五大

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使特色林草产业呈现蓬勃使特色林草产业呈现蓬勃

发展势头发展势头。。

祁县林场实施祁县林场实施““百场带千村百场带千村””行行

动动，，依托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与乔家依托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与乔家

大院大院，，捆绑打造捆绑打造AAAAAAAAAA级景区的发级景区的发

展模式展模式，，为附近村民人均年增收为附近村民人均年增收22万万

元元。。太谷小白乡沙子地发展红枣园太谷小白乡沙子地发展红枣园

区区 20002000 亩亩，，栽植壶瓶枣栽植壶瓶枣、、梨枣梨枣、、蟠枣蟠枣

等多个品种等多个品种，，通过开展枣树的密植矮通过开展枣树的密植矮

化栽培化栽培、、应用应用““双调双盖双调双盖””技术和技术和““防防

裂枣牵引式支架雨篷裂枣牵引式支架雨篷””等创新实践等创新实践，，

红枣年产量红枣年产量 600600 万斤以上万斤以上，，年产值年产值

15001500万元万元，，仅红枣一项人均收入就突仅红枣一项人均收入就突

破破11..55万元万元。。榆次北田镇采取榆次北田镇采取““合作合作

社社++农户农户””形式形式，，种植种植““核桃核桃++艾草艾草””特特

色产业模式色产业模式，，已推广至已推广至15001500亩亩，，总收总收

入入300300万元万元，，带动带动100100余农户余农户，，户均增户均增

收收 30003000 元元。。左权县将左权县将 55 万亩分散经万亩分散经

营的核桃树集中托管给营的核桃树集中托管给55个合作社个合作社，，

县政府每亩奖补县政府每亩奖补300300元元，，让有资金实让有资金实

力的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力的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形成核桃形成核桃

种种、、管管、、收全链条托管收全链条托管、、一条龙服务的一条龙服务的

保障机制保障机制。。昔阳县孔氏乡立足自然昔阳县孔氏乡立足自然

资源禀赋和干果经济林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干果经济林产业基础，，实实

行集中连片流转荒山与扶持新型林行集中连片流转荒山与扶持新型林

业经营主体相结合业经营主体相结合，，依托依托 2222 个合作个合作

社或公司社或公司，，带状发展板栗经济林带状发展板栗经济林 22..55

万亩万亩、、核桃核桃11..22万亩万亩，，实行集中连片规实行集中连片规

模化经营管理模化经营管理，，实现了资源变资产实现了资源变资产、、

林权变股权林权变股权、、农民变股东的新机制农民变股东的新机制。。

截至截至 20242024 年年 1212 月月，，全市干果经全市干果经

济林面积济林面积 191191..99 万亩万亩，，总产量总产量 1515..11 万万

吨吨，，总产值总产值 1212..44 亿元亿元；；实施林药实施林药、、林林

菌菌、、林菜等林下种植林菜等林下种植、、林下养殖以林下养殖以

及生态旅游及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森林康养、、生态庄园生态庄园

等总面积等总面积 110110 万亩万亩。。全市林草总产全市林草总产

值达值达 7676 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33..22%%，，创历创历

年新高年新高。。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人介绍，，如今如今，，我市深化集体林权制我市深化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已呈现以点带面度改革已呈现以点带面、、多点开花多点开花、、

全面推进的崭新局面全面推进的崭新局面，，有力助推了乡有力助推了乡

村振兴村振兴。。下一步下一步，，我市还将以首批林我市还将以首批林

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发放为契机权类不动产权证书发放为契机，，扩大扩大

发证范围发证范围，，完善颁证后续服务与管完善颁证后续服务与管

理理，，确保更多林地领到确保更多林地领到““身份证身份证”，”，全全

力解决林农群众发展的后顾之忧力解决林农群众发展的后顾之忧，，为为

全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开创崭全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开创崭

新局面新局面。。

我市实现首批林权类不动产权证发放全覆盖 全市林草总产值达76亿元

让林地“活起来”身价“涨起来”

本报讯 （记者 闫

淑娟） 1月15日，记者从

和顺县获悉，近年来，该县

坚决落实政府办医责任，

扎实推进医药卫生机构体

制改革，在医疗人才队伍

建设、基础设施投入、财政

保障机制、专项能力提升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2024年底，构建起完

整的县、乡、村中医药服务

网络和院前急救体系，

65.87%的村卫生室配备了

执业（助理）医师，医保基

金年结余数均超过 9000

万元。

2022 年以来，和顺县

共投资1.8亿元，持续稳定

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投入，先后上马县、

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新建的县

疾控中心、妇幼保健院和

5个乡镇卫生院陆续投入

运营，县人民医院配套的

基础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持

续加大公立医疗机构财政保障，乡镇卫

生院在全额财政拨款的基础上，将每个

乡镇卫生院每年补助5万元冬季取暖费

纳入财政预算，乡镇卫生院基药补助额

度为40%。县级公立医院在编人员的档

案工资全额增长，医生不需要担心工资

收入，专心为群众治病。

在此基础上，和顺县不断加强院前

急救体系建设，配齐乡镇医疗卫生机构

的急救硬件，8个乡镇卫生院7个分院均

配置了救护车及体外除颤仪、多功能监

护仪、多功能急救箱、心电图机等随车急

救医疗器械。为全县167个村卫生室配

备了多功能急救箱、5 升制氧机等医疗

器械。持续强化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

急救知识技能培训，以县人民医院急诊

科为中心、乡镇卫生院为主线、村卫生室

为网底，完善县域 120 急救体系建设。

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强化县中医医

院的急诊科建设项目，有力补充全县的

急救功能，全力打造“县城三分钟、乡村

一刻钟”院前急救圈。

在中医药服务方面，该县持续引才

发力，柔性引进“岐黄学者”李廷荃团队，

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端的诊疗服

务。同时，以“师带徒”的形式开展中医

师承教育，实施“带土栽培”战略，为培养

本土高端中医人才打下基础。建强县级

中医医院“龙头”，县中医院通过二级核

定，省级名老中医工作室正常运行，成功

申请“两专科一中心”项目，持续提升中

医公立医院的服务能力。以创建星级中

医馆为引领，强化乡、村两级中医药服务

功能，8 个乡镇卫生院全部建成“中医

馆”，其中，四星级、三星级中医馆创建率

达 62.5%；选择基础好的 17 个村卫生室

创建“中医阁”，树立了村卫生室中医药

服务标杆，全县推广中医适宜技术，中医

药服务网络日趋完善，让基层群众对简、

便、验、廉的中医药优势可感可及。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1 月 13

日，记者从市图书馆了解到，在公共图书

馆第二批阳光助残志愿服务驿站名单

中，山西省有两家图书馆入选，其中就有

晋中市图书馆。

为推进文化助盲志愿服务常态化、

制度化、专业化建设，中国盲文图书馆启

动与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共建阳光助残

志愿服务驿站工作。阳光助残志愿服务

驿站作为推进志愿助残服务活动专业

性、阵地性、普及性、广泛性发展的重要

载体，是提升助残志愿服务组织管理能

力和助残志愿服务技能水平的重要平

台，对推动完善志愿助残服务体系、搭建

资源合作平台、促进志愿助残服务创新

发展和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近年来，市图书馆致力于为残疾人

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始终秉持着“关爱、尊重、帮助、平等”

的服务理念，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主要包

括讲座及技能培训、诗歌朗诵演讲比赛、

送书上门、观看无障碍电影、为视障家庭

送福、贴春联、组织文娱游戏，以及知识

问答、阅读分享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了特

殊群体文化娱乐生活，满足他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

修养，激励他们树立信心、自强进取，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下一步，市图书馆将以阳光助残

志愿服务驿站为依托，进一步完善助

残志愿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和水平。

晋中市图书馆入选“阳光助残志愿服务驿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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