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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快递

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反映

经济活力的“晴雨表”。近日，记者从市

邮政管理局获悉，去年，我市快递行业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从统计数据来看，

全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20488.31 万件，同比增长 29.45%。其

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804.24 万

件，同比增长44.49%。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1-12月，同

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104.19 万件，

同比增长 28.03%；异地快递业务量累

计完成 13699.23 万件，同比增长 46%；

国际/港澳 台 快 递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0.82 万件，同比增长63.48%。1-12 月，

邮政函件业务累计完成 59.30 万件，同

比增长 159.29%；包裹业务累计完成

4.96 万件，同比增长 47.62%；报纸业务

累 计 完 成 5456.50 万 份 ，同 比 增 长

1.35%；杂志业务累计完成157.27万份，

同比下降 4.74%；汇兑业务累计完成

0.05万笔，同比下降61.54%。1-12月，

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

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 16.75 亿元，

同比增长 22.96%。其中，快递业务收

入完成 13.09 亿元，同比增长 34.26%。

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

分 别 占 全 部 快 递 业 务 量 的 7.46% 、

92.53%和0.01%。

“小包裹”蕴含“大民生”。一直以

来，我市邮政业始终坚守传邮万里、信

达天下的根脉，以邮为媒通民心、以网

为路惠民生，充分发挥邮政普遍服务

网络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支撑作用，实

现建制村全部通邮，农村寄递物流服

务全覆盖并实现提质增效，便捷高效

的寄递服务消除了城乡用邮需求的鸿

沟。深度对接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

强链行动和全省打造中部地区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新高地等规划，积极构建

“枢纽+通道+网络”的现代寄递服务网

络体系，建成了深入城乡的邮政快递

服务网络，承载了大规模、高频次、广

地域的实物流通。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为

进一步加强全省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提升山西工业软实力和工业文

化影响力，日前，省工信厅公布了

2024年山西工业遗产名单，共有5家

企业入选，这也是山西省首次公布

省级工业遗产名单。位于我市的经

纬纺织机械喷丝头老厂榜上有名。

经纬纺织机械喷丝头老厂现为

山西经纬化纤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所

属，前身为经纬纺织机械化纤专件

厂。经纬纺织机械喷丝头老厂兴建

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整展现

了当时经纬纺织机械厂化学纤维装

备的发展历程。其生产出的新中国

第一代纺机产品，结束了纺机全部

依赖进口的状态。 经纬纺织机械喷

丝头老厂很好地展现了当时经纬纺

织机械厂化学纤维装备生产的整个

过程，是纺织工业化进程中极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其生产的喷丝头、计

量泵、纺机专件等产品，涵盖了化学

纤维工业的多个环节，为中国纺织

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见证了

共和国纺织机械行业的发展历程，

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该

厂还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社会记

忆的重要载体，记录了特定时期的社会变迁和

人们的生活方式。

山西工业遗产是指在山西工业长期发展

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

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业遗存。经纬纺

织机械喷丝头老厂留存有大量的能够反映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的特色生产生活用

品，有力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参加建厂的来

自全国各地人民的不同风俗文化融合景象，形

成了榆次本地特有的“工厂生活圈”文化，这些

工业遗存已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具有较高

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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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0488.31万件

我市快递业持续快速增长

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 “我

们现在学习绣牡丹和凤凰的图案，牡

丹绽放象征着富贵荣华，凤凰展翅则

寓意着吉祥如意。”在昔阳县青年夜校

剪纸课上，老师正指导学员们体验中

国剪纸艺术的魅力，一幅幅寓意吉祥、

色彩斑斓的刺绣作品让现场洋溢着勃

勃生机。

自去年 7 月以来，青年夜校在昔

阳县火速出圈，白天上班，夜晚学习的

时尚夜生活渐成潮流，上夜校成为不

少年轻人下班后的新选择，成为他们

夜生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共青团昔阳县委不断探索创新青

年夜校可持续发展路径，持续助燃青年

新生活，凝聚助力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立足“有趣”，开设青年满意的课

程。线上广泛发布调查问卷，线下召

开青年夜校座谈会，多渠道征集青年

学员、讲师、机构对青年夜校的意见建

议，根据青年需求、业余时间、兴趣爱

好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课程体系、内

容、频次和时长，让青年便于参与、乐

于参与。围绕“昔阳年 最非遗”主

题，挖掘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需要，

找准青年夜校与青年需求、文化传承、

中心大局的结合点，针对青少年群体，

特别开设了漆扇、剪纸、石头画、发簪

制作等年味浓郁的非遗体验项目，在

交流实践中激发了学员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助推非遗的传

承和弘扬。

“非遗体验课相当火爆，想抢到它

可没那么容易。青年夜校不仅为我们

提供了更多学习和交流的场所，也实

现了青年与非遗传承的双向奔赴。”学

员们感慨地说。

聚焦“有用”，打造青年喜爱的“充

电站”。在上课中“找搭子”，在社交中

“扩圈子”，青年夜校的魅力除了能够

增长技能、汲取知识，还在于其具有轻

松快乐的氛围。在这里，来自不同行

业、不同背景的青年因为兴趣爱好一

致相聚在一起，在交流学习中相互促

进、共同成长。

坚持“有意义”，提供青年认可的服

务。青年夜校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

便捷、高效、优质的学习交流平台，丰富

了昔阳青年社交“新场景”，帮助他们在

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之余，能够有机会充

实自我、提升能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

会价值的有机统一。下一步，共青团昔

阳县委将继续内挖潜力、外聚合力，形

成青年夜校常态化办学，聚焦青年学

习、工作、生活中的现实需求和兴趣爱

好，持续为广大青年提供更有趣、更有

用、更有意义的精神大餐。

青年夜校梦起航 别样传承显活力

连日来，我市各

类商超、门店陆续复

工复产，消费市场迅

速回暖，街头巷尾喧

嚣再现，成为群众日

常 生 活 的 便 利 之

所。2月16日，记者

走访市城区各大商

超发现，货架上的

商品丰富多样，蔬

菜、瓜果、肉类、日

用品等整齐摆放，

吸引大量消费者到

店选购。

记者 程婧 摄

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