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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本报吕梁消息 脱贫攻坚也需要“望闻问切”，精准把脉方
能对症下药。日前，柳林县税务局召开帮扶蔡家沟村脱贫攻坚
分析研判会，县扶贫办领导、柳林县税务局扶贫干部、李家湾乡
和蔡家沟村村干部参会。

把脉。扶贫干部在会上介绍了蔡家沟村交通不便基本情
况、分析自然灾害和人口外流造成的贫困原因；税务局各帮扶
责任人逐个汇报了贫困户的脱贫情况、存在的问题。真正找出蔡
家沟村致贫“病根”。会诊。在研讨会上，柳林县税务局汇报了自
2015年以来税务局帮扶蔡家沟村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根本目标
所取得的成效；以及“三精准、三落实”对标执行情况。乡政府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蔡家沟村生活用水水质还未达国家标准，需要予
以重视。扶贫队员建议全面走访贫困户，规范贫困户各类资料，
做到底数清晰。开方。在经过研讨之后，大家开出了几张“药
方”。一是三方合作，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增收致富；二是大
数据“诊断”，利用网络系统，及时调整扶贫对象信息；三是发挥税
务优势，为从事生产经营的贫困人口提供税务支持。

对蔡家沟村的“三方会诊”，认准的是贫困的“病根”，开
出 的 是“ 治 贫 ”的 良 方 。 柳 林 县 税 务 局 将 坚 持“ 攻 坚 拔
寨”的气势，扑下身子，争取为 2020 年全面小康交一份满意
的答卷。 （雷 哲 刘红利）

柳林县税务局：

召开帮扶蔡家沟村脱贫攻坚分析研判会

本报太原消息 优服务创意宣传，助复产齐心发力。清徐
县税务局精心设计了自己的宣传LOGO，标识简单明了，形象
生动，由“减税费、优服务、助复产、促发展”四个箭头向心发力，
造型既像旋转的风车，寓意清风徐来，春风化雨，又像翱翔的飞
机，寓意双翼震动，助企腾飞。

据悉，清徐全县谋划了173项、总投资2089亿元的重点工程
项目，其中，预计今年要完成投资673亿元。为充分发挥税收大
数据优势，有序推动湖北产业链相关企业复工复产，县局成立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分管
局领导任副组长，主动对接、了解需求、重点跟踪。截至目前，
共达成有效需求16户，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该局按照“一企一策，精准施策”的原则，选派税收宣传员
进入山西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山西亚鑫煤焦化有限
公司、清徐万科恒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重点工程企业，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充分发挥税务部门职能作用，不折不扣
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也是全国第七个“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年，该局进一步
拓展宣传渠道，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扎实开展“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加快推动复工复产、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落实。（王肖东）

清徐县税务局：

创意宣传助力复工复产

4 月 13 日，风和日丽，阳光明媚。
家住太原的余小静女士自驾车去了一
趟榆次后沟古村，由于非常时期游客不
是太多，却能更多地体会到悠闲中的静
谧。回来后，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大堆
出游体会，层窑叠院、祠堂、黄土岭、石
板路、吊桥院……学历史专业的小余出
游喜欢选择游览名胜古迹,她觉得古老
文化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
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当时
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等特殊时期过去，我要游遍山
西的名胜古迹。”小余憧憬道。

五千年中国文明看山西。在山西
不仅可以看山看水看庙、看大宅大院，
还可以看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书香味
的小镇、保留千年农耕文化的乡村。近
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
留住乡愁情怀，守望心灵家园，成为社
会共识和时代呼声。因而，我们更应该
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根与魂，深刻阐释
其时代赋予的精神文化价值。

一个古村落的当代传奇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
耕田做食”，品味着这些古老的歌谣，
我们仿佛看到一幅绵延千年的农耕文
明演变图景。在城市文明、工业文明
快速发展的当代，古老的农耕文明并
没有过时，反而愈发彰显出独到的价
值和无穷的魅力。

在太行腹地、阳曲山下、清漳河
畔，栖息着一个美丽灵秀的小山村

——和顺县许村。经典的牛郎织女传
说，正是源于许村一带。许村在春秋
战国时已经建村，村里至今仍保留了
较为完整的“明清一条街”建筑，古街、
古屋、戏台、古井、古庙相辅相承，凸显
了悠久的文化历史。

许村是个浪漫和神奇的古村，也
是个文艺浓厚的山村，自1998年张艺
谋导演在这里创作了电影《老井》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从2011年举办了许
村国际文艺公社艺术节后每两年举办
一届，使这个有深厚历史印迹和浓郁
文化底蕴的山村开始散发出绚丽的色
彩，博得了世界各国人士的眼球。

在这里，古老与现代的融洽，传统
与艺术的碰撞，东方与西方的结合，使
古老山村焕发出无穷的活力，村里老房
装修成时尚的酒吧画室，墙壁涂鸦立意
新奇，老件打磨换新装，旧农具使人忍
不住触景生情，被岁月抛弃的物件勾起
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村民魏焕录在许
村经营着一家名叫“胜利超市”的便利
店，“我这个店是第一届文化节开幕那
年开的。沾文化节的光，文化节的时候
收入至少比平时翻一番。”

如今，许村已成为澳大利亚艺术
基金会、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绘画室、
台湾大学乡村研究所、山西大学、太原
理工大学等国内外十多家机构的创作
写生基地。

乡愁浓郁的农耕文化经典

后沟，一个朴实而又直白的村名。
被著名学者冯骥才誉为“全国唯

一古村落农耕文化遗产采样地”，在这
片黄土地上和古老村落里，孕育着一

种活力，一种期望……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不足百户的小

山村如此诱人？是这里自然环境和明
清遗址，是山村古宅那充满智慧的排
水系统，是那雕刻的古建，老树和村民
脸上的往来过去，是那尚未被尘嚣污
染的淳朴民风。

后沟古村浓缩了黄土旱塬农耕文
明的传统经典，保存了中国北方汉民
族自给自足的传统文明。民居建筑为
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穴窑居，形成了后
沟村浑然天成的独特风景。漫步村中
处处感受着一远古的文化气息。沉睡
的古村，如今重振精神，在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的今天，后沟古村向世人展示
自己古风依存的过去，独特的自然环
境及静谧的山庄风情给了游客一个心
灵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好去处。

一个仅有75户人家的小村落，村
民自己种了粮食、蔬菜，在本村的磨坊
磨成面，在碾子上把谷碾成米，有油坊
把油料轧成油，有村里自制的豆腐、老
陈醋、烧酒……一幅“男耕女织，夫唱
妇随”“20 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
头”的古老和谐画面展现在面前。

近年来，后沟村以乌金山旅游专
线为中心轴，贯穿起全村综合服务区、
现代农业体验区、自然生态保护区，实
现了休闲旅游与生态农业良性互动。

千年的农耕文化在此得以传承和
弘扬，在这里，不仅让我们看到远去的
乡村农耕记忆，也看到了美丽乡村的
振兴。

始终如一的守护与传承

在高平市神农镇庄里村南，穿过

刻着“炎帝陵”三个大字的黄砂岩牌
坊，沿着宽阔的朝圣大道，拾12个梯段
的天梯而上，一组浸透着浓郁晋东南
传统祭祀建筑手法的宋式建筑群巍然
屹立。

神农炎帝是农耕文明的始祖，炎
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高平
是神农炎帝故里。据专家学者考证，
高平神农炎帝历史遗存最为密集，碑
记石刻最为翔实，民间祭祀活动源远
流长，史书记载和故事传说十分丰富，
历史文脉根源清晰可见。

近年来，高平在挖掘和传承炎帝
农耕文化上持之以恒、历久弥新，“问
祖炎帝 寻根高平”已经成为海峡两
岸拜祭神农炎帝大典的固定主题，炎
帝陵则成为充分发挥海峡两岸基地交
流的重要载体。从2016年开始，高平
市已连续举办四届“问祖炎帝 寻根
高平”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文
化旅游招商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了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高平炎帝陵
先后被国台办、中国侨联和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授予“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和

“神农炎帝文化研究基地”，成为全球
华人寻根问祖的圣地和炎黄子孙共有
的精神家园。特别是“中国农民丰收
节”设立后，又连续两年举办“庆丰收
祭神农”系列活动，因为有众多农民
参与，成为对当地特产的大宣传大展
示平台。

因此，农耕文明不仅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新时
代乡村文化振兴不可多得的资源宝
库。我们应将其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下去。

山西农耕文化：千年文明的守望与传承
本报记者 张 云

随着城市高层住宅越来越多，电
梯的安全问题成为居民关注的焦点，
何时保养？谁来检修？这些都是确
保电梯安全的关键因素。4月16日，
家住太原市经园路某小区的居民韩
先生反映，他家在 21 层每天都要坐
电梯上下好多回，他注意到小区的电
梯上并没有张贴电梯年检等安全信
息。韩先生说，“不知道电梯到底有
没有年检，如果已经年检过的话，希
望物业及时将最新的标志张贴在电
梯内。”

记者在该小区看到，楼内电梯的
年检标志确实存在上述居民反映的
情况。物业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
小区内的电梯都已通过了检验，只是
因为交房时间不长，为避免电梯损
伤，保护套还没拆，因此还没有张贴
相关标志。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的相关

规定，电梯作为特种设备，应当一年
一检，定期进行一次维护保养，电梯
检验标志应当张贴于轿厢显著位置，
年检合格的电梯才能正常使用。

家住太原市和平南路万科蓝山
小区的武先生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他们小区的电梯都能按时年检，物
业也在电梯间内张贴了电梯年检标
志，上面都清楚地写着有效日期等
信息。

那么电梯年检到底是谁来负责
的呢？记者电话采访到了近期刚刚
进行过电梯年检的迎泽区智慧产业
园业主负责人刘女士。“一般我们都
会提前一个月左右预约年检，物业非
常重视电梯年检这个事，因为超期年
检，不仅要面临监管部门的处罚，还
会给大家带来安全隐患。”

据刘女士介绍，今年受疫情影
响，预约年检比较麻烦，恰逢正在合
作的维保公司推荐，他们公司找到一
家第三方电梯检验机构来做年检，没
想到不仅服务周到，还赠送了 200 万
元的电梯保险，不管是从我们心里还

是电梯乘客心里，都有了一份安全保
障的底。

记者注意到，电梯里张贴的标志
牌上检验机构一栏大都写着山西省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似乎更加
权威，那么第三方机构值得信赖吗？

刘女士介绍，她曾专门致电相关
部门，对方答复只要第三方民营特检
机构是经过国家质检总局核准的，就
没问题。

据了解，重新修订的《太原市电
梯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中关于电梯的检验检测一项，明确规
定本市电梯安全评估机构出具的电
梯安全评估报告作为电梯更新、改
造、修理的依据。增加了对检验检测
机构的管理条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外
地检测机构开展电梯检测工作。太
原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提醒
市民，文明乘梯、安全用梯人人有
责。若发现有管理不到位的电梯使
用管理责任单位（电梯物业），以及维
保不到位的电梯维保单位，市民可以
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你家的电梯年检了吗？
本报记者 刘业飞

近日，记者在开化寺古玩市场看到，一向“不
温不火”的开化寺古玩市场热闹了起来。古玩市
场二楼、三楼过道以及早市撤摊后的一层市场摆
满了古董、文玩。

据了解，自去年底南宫古玩市场升级改造休
市后，古玩、钱币、旧货等商户和摊主们开始分
流。近日，省城开化寺古玩市场复工开市后，吸引

了300多名商户、摊主转场经营。据市场监管李师
傅介绍，目前，古玩开市还延用以前开市时间，每
周六、日早市结束后出摊，摊位暂定每月100元管
理费。由于，转场经营户陆续增加，摊位和商铺租
赁也成了“香饽饽”。记者看到，开市后开化寺古
玩市场已形成了古旧书、古董、文玩、旧货四大经
营区域，整个市场更显出古香古色的文化氛围。

上图为市民被品相不错的古钱币所吸引。
右图为市民在开化寺古玩市场挑选古玩玉器。

本报记者 王 昕 摄

南宫古玩市场休市 开化寺迎来商机

记者调查

图片新闻

本报太原4月21日讯（记者 翟步庭）今日，记者从省商务
厅获悉，作为支撑电商发展最主要的承载主体电商企业，长治市
平顺县电商蚂蚁军团逐渐成长，小微个体从最初的30余家发展
到近400家，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直接带动了2237户贫困户增收。

土里不土气，山货也洋气。曾经的路边经济“小摊位”升级
为如今的全国市场“大平台”，互联网让本来有价无市的农特产
品真正走出了太行山，使平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快步走
上了电商这条“快车道”。2018年，平顺县被商务部确定为山西
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借着这股东风，平顺县高位推
进电子商务服务体系、物流体系、人才培育、农产品营销等体系
建设，按照“一中心多体系”的建设思路，以“互联网+”为主线，
依托广电总局、阿里集团帮扶的有利条件，外帮内扶合力并举，
扶技加扶智，带动农产品上行，农民增收致富能力显著增强。

带动2237户贫困户增收

平顺电商蚂蚁军团走上发展“快车道”

4月21日，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松庄村连接小山沟村的县乡公
路——松小线开始铺设第一层沥青，这条长约3.8公里、历时六年改建
完成的道路预计下月10日通车。通车后，将缩短太原市区去往东山的
路程，带动该地区经济及旅游发展。 本报记者 高在中 摄

太原市松小线预计下月太原市松小线预计下月1010日通车日通车

本报太原4月21日讯（首席记者 崔晓农）今天，邮储银行
山西省分行与省融资再担保集团启动全面战略合作暨政银担
推动创业就业融资合作。今年，该行将投放小微企业贷款20亿
元，其中创业担保贷款不低于10亿元。省融资再担保集团将为
相关个人及企业提供信贷担保。

根据合作协议，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将重点面向小微企
业、涉农企业等市场主体，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综改转型、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建设等项目，加强资源配置与授信
倾斜；山西省融资再担保集团将依托邮储银行的风控体系，批
量化为企业及个人提供信用担保及配套服务。

此次战略合作，搭建了银担双方“集中准入、统一授信”模
式，银担双方将通过“总对总”模式，共同推进创业担保贷款业
务。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将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积极支持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等十类人员创业就业，鼓励
小微企业吸纳再就业人口。创业担保贷款是省由人社厅负责
借款人资质审核、省财政厅负责财政贴息的专项贷款。合作双
方将实施零担保费、财政贴息、限时服务等专项政策，进一步降
低贷款申请门槛，提升贷款额度，最大限度发挥金融促进就业、
推动创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与省融资再担保集团

启动全面战略合作 20亿元投向小微企业

本报忻州4月 21日讯（记者 畅
雪 通讯员 葛宏林 苏莉）为落实我
省构建“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
的产业格局，充分发挥忻州糯玉米研究
优势，助推忻州糯玉米产业发展，助力
忻州糯玉米外销，忻州市邮政管理局充
分发挥行业优势和产业引导作用，积极
推动“快递+糯玉米”项目发展。

今年以来，忻州邮政管理局引导忻州
市各快递企业积极探索、多措并举，有力
促进了“快递+糯玉米”模式的快速发展。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忻州
邮局一方面积极推动忻州市邮政行业复
产复工，协调有关部门为快递车辆开具通
行证明，确保忻州市邮政行业生产安全有
序；另一方面鼓励邮政、快递企业积极与
玉米商户对接，为玉米运输提供价格优
惠政策，提高忻州市糯玉米竞争力。该
局还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引导企业
加快建立新型智慧互联的农产品冷链流
通体系，促进“快递+糯玉米”模式走向纵
深。该局还积极拓宽渠道，促成忻府区、
五寨县、定襄县、静乐县等多个县市快递
企业与当地玉米商户达成了合作。

截至目前，忻州市糯玉米通过寄递
渠道日均业务量超过3万件，拉动产值
近2000万元，为忻州市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添砖加瓦。

忻州邮局“快递+糯玉米”模式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