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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6月1日讯（记者 王雁 通讯员 李宇）日前，
记者从娄烦县人民政府获悉，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决
战脱贫攻坚，有效促进劳动力就业工作，娄烦县加大技能培训，
做好增技能，助返岗，促复工，稳就业工作。

据了解，该县重点实行技能培训，现场招聘，输出一批。疫
情防控期间，针对性出台就业激励政策，鼓励激发农村贫困劳
动力外出务工。同时，联络县内复工复产企业吸纳一批就业人
员，让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就地就近就业。进一步增设公益性
岗位，利用光伏扶贫收益分配，积极开发生态护林、环卫保洁、
卡点值守、防疫消杀等临时性公益性岗位4164个。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4771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外出务工就
业，其中省外1348人，省内县外6979人，县内6444人。2020年
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比2019年度增加了21.3%。

娄烦县：

全面实行就业扶贫成效显著

本报太原6月1日讯（记者 姚凡 通讯员 兰杰）在2020
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迎泽区总工会结合当前疫情防
控实际，重点关注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子女、抗
疫一线医护人员子女等群体，大力开展“六一”关爱帮扶、走访慰
问活动，积极营造工会“娘家人”关爱职工子女的浓厚氛围。

5月29日下午，区总工会女工委一行走入抗疫一线医护人
员等群体家中，为孩子们送上书包、文具等慰问物品和节日祝
愿，教育孩子们珍惜社会各界的关爱，并以此为动力，学好本领
报答父母、报效祖国；同时向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
意，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孩子们收到节日礼物，
用最童真的语言表达了对区总工会的感谢。

迎泽区：

开展“六一”儿童节关爱活动

本报太原6月1日讯（记者 姚凡 通讯员 杨润德）日
前，从晋源区晋祠镇获悉，该镇紧盯稻农水稻种植用水难题，想
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为稻农购进应急水源设备水泵8台、移
动柴油水泵2台套、管道1620米、防水线3430米，配套水井5眼，
切实解决农业生产用水，保障水稻如期插秧种植。

据了解，晋祠镇2020年计划种植水稻3026亩，其中新增水稻
种植1120亩、复种1906亩。在这个插秧的黄金时节，水源供给受
到影响，导致王郭村1500亩、野庄村300亩水稻插秧无法开展。

晋祠镇党委、政府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协调资金30万，购买
相关应急水源设备，采取引水、找水、调水等多种手段妥善解决
用水问题，为农业生产提供用水保障，保障插秧不误农时。

晋源区晋祠镇：

着力破解稻田灌溉用水难

本报太原6月1日讯（记者 王雁 通讯员 李会芳）日
前，记者从万柏林区政府获悉，该区按照绿地服务半径500米的
原则，将街头绿地建设、小游园建设、公园建设作为增加公共绿
地面积的主要方向。

2020 年，该区将继续加大游园绿地建设力度，新建 5 个游
园、6块街头绿地，目前已全部落实到位。其中：5个游园分别为
华峪路带状游园（面积9800平方米），万柏林路游园（面积1200
平方米），已完成建设；永乐北街游园（面积980平方米），将于近
日开工；晋机路东风社区游园（面积7000平方米），枣尖梁社区
游园（面积4000平方米），正在进行项目论证和方案设计，力争
于年底前建成。

万柏林区：

持续加大游园绿地建设力度

本报太原6月1日讯（记者 姚凡 通讯员 董华）日前，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税务局获悉，该
局围绕全省经济转型发展目标，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奋发有为
的姿态，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大力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
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全省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充足的

“税收动力”。
该局按照总局“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共办理出口退税

业务100户，累计退税额2.57亿元；通过钉钉平台与示范区成果
转化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企业护航直播活动，详细讲解疫情防
控期间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增派税务“营商专员”，指导重点企
业复工复产，做到一企一策、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发挥示范区

“一网通办”便企服务作用，通过“非接触式”途径，实行预约服
务，实现分时分批、错峰错期办税；梳理和发布网上办税缴费事
项清单，实现业务由线下向线上转移，2 月份通过电子退税方
式，共办理留抵退税2300万元。

综改示范区税务局：

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税收动力”

本报太原6月 1日讯（记者 王
雁）日前，记者从太原市召开的安全生
产工作会议上获悉，为及时化解安
全风险，太原市发出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动员令，本次整治的重点是“五
个一批”。

整治一批重大风险隐患，针对各
行业领域存在的重大风险隐患问题，
加大攻坚力度，彻底根治。对地质灾
害隐患点全面排查、分类治理，消除可
能导致重大地质灾害的风险。

退出一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安全

生产条件的企业。严禁采用国家明令
淘汰、禁止使用的工艺设备和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旧设施设备。煤矿方
面，60 万吨/年以下煤矿全部退出，
明年取消井下劳务派遣工。非煤矿
山方面，坚持尾矿库数量只减不增，
全面完成“头顶库”治理。道路运输
方面，消除货车非法改装、“大吨小
标”等突出问题。城市建设方面，全
面排查整治利用原有建筑物改建为
酒店、饭店、学校、体育馆等人员密集
场所问题。

推进一批重大安全工程，加快推
进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提升自然
灾害防治能力。完善涉及“两重点一
重大”危化品生产装置自动化控制系
统，加强油库、危化品储罐等安全管
理。实施公路安全生产防护工程，深
化农村公路平安路口“一灯一带”示
范工程，加快临水临崖、连续长陡下
坡、急弯陡坡隐患路段和危桥改造。
持续推动老旧庭院燃气管线改造，加
快管道燃气居民用户自有设施升级改
造步伐。

完善一批法规制度，健全安全生
产防控体系等“四大体系”。建立社会
化专业化服务机构和专家服务企业工
作机制等“四大机制”，出台安全生产
分级分类监管办法等制度。

打造一批过硬的救援队伍。对照
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标准，制定三年计
划，提升应急能力。推进应急救援综
合实训基地建设，开展各级专业半专
业队伍、志愿者队伍共训共练，打造一
批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
领高强的应急救援队伍。

太原化解安全风险亮出“实招”

走进新时代，航空梦、强军梦成为
时代的强音，航空工业作为人类工程
技术的最高智慧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集
中体现，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已经成
为航空人的使命和担当。

5月27日，记者走进中国航空仪表
制造基地——航空工业太原航空仪表
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感受到，作为航
空人，他们迎接挑战，在航空机载设备
研发与制造中以航空人的初心书写着

“航空报国、航空强国”的历史使命。
这个始建于1951年的航空仪表制

造企业，是新中国第一家航空仪表厂，
享有“航空仪表摇篮”的美誉。

1949年“两航起义”，原“中国航空
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爱国航空
人带着当时先进的飞机和技术回归祖
国，近300名人员分批来到太原，创建
了我国第一家飞机修理厂-军委民航
局太原机械修理厂（前身），在航空、航
天、电子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太航公司也在老一辈航空人的带领
下，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工业
发展的基础。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历史车轮滚
滚向前，进入 21 世纪以来，科技创新
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代，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创新版
图，重塑经济结构。如今的太航公司
已经成为集基础技术预研、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机载设备领域
的大型骨干企业，产品广泛涉足航
空、航天、船舶、兵器、交通、气象探测
等产业领域。

“航空工业要想取得持续稳定发
展，必须坚持高质量成长，创新是企业
发展永恒不变的主旋律，智能制造是
未来竞争的主战场，精益成为太航实
现与西方先进企业同台竞技的必经阶
段。”航空工业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首席信息官宣晓刚在采访
中坚定地说道。

于是，飞行仪表产能提升项目的
智能制造应用上马运营，这是航空产
业企业第一批智能制造试点项目。作
为业内第一家吃螃蟹的人，太航公司
有着丰厚的底气。太航公司企业管理
部部长孟涛说：“现在，太航面临着改
革发展的挑战和考验，但也拥有着追
求未来的信心和勇气，逾45万航空人
是我们建设新时代航空强国拼搏奋斗
的根基和底气。”

这是太航创新跨越的一次发展，
也 是 太 航 自 主 科 技 研 发 的 一 次 提
升。宣晓刚告诉记者：“航空工业是
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
的工业，是高度精密的综合性工业，
是军用与民用融合的工业。航空工
业从人类开始踏入空中飞翔，经过了
百年的发展，实现了空中翱翔到太空
漫步。航空工业作为国家的战略产

业，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

近 70 年来，太航包建、援建了 10
余个航空工业企业，输送了近 3000 名
人才，所以业内形象地称太航为“老
母鸡厂”。这虽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但发展多年智能制造的背后，是太航
人的辛苦付出。“智能制造实质上还
是工业基础技术的创新，没有基础技
术创新，工业智能制造也是一句空
话。”宣晓刚说，通过太航研发团队的
技术攻坚，飞行仪表产能提升项目实
施不仅能够极大提升企业核心能力，
形成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具有专业特色
的高端制造能力，而且在航空飞行器
航空仪表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以“中
国制造 2025”战略为契机，加速推进

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以两化融合
建设，实现制造过程全数字化应用，
并向智能化演进，优化生产制造机
制，推进产能结构提升，实现公司主
营业务的规模稳步增长，同时变革企
业发展的形态。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企业管理部
小姑娘吕静与记者聊起了当前太航的
工作模式。为了能够把新冠肺炎疫情
耽搁的时间补回来，现在太航人执行
6+10工作模式，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
作10小时。

作为企业技术攻坚的掌舵人，宣
晓刚加班加点成为常态，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宣晓刚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背
着一个重达十几斤的包，里面装着他
近期工作的资料。“在单位，宣总的‘生

意’特别好，他的办公室门前永远排着
长队，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所以，他
背着的那些资料，在他上班的路上，出
差的路上，家里休息的时候，都是他学
习思考的重要时间。”吕静笑着对记者
说了一个“秘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在航空工业建设新
时代，在航空强国的历史节点上，正是
太航公司这些默默付出的航空人，他
们始终牢记着“航空报国”的铮铮誓
言，担当强企责任，努力开启太航改革
发展的新征程。

太航仪表：矢志航空梦 开启新征程
本报记者 姚 凡

“大家好，现在是空中课堂时间。”
5 月 29 日上午 10 时，随着女播音员抑
扬顿挫的声音在阳曲县高村乡高村村
的8个大喇叭中响起，阳曲县“空中课
堂”每日播报开始了。阳曲县“空中课
堂”从今年 3 月份以来，已经制作 13
期，播放 500 余次，受众人数达到 5 万
人（次）。

“空中课堂”是阳曲县在农村实施
“响亮工程”的一部分。正值决胜脱贫
攻坚的关键时刻，由于疫情影响，为克
服党员和群众不能集中学习的困难，
通过“空中课堂”把法律政策和专题学

习编排为通俗易懂的音频内容，每天
定时开启广播，全村村民和党员都能
通过大喇叭收听到“空中课堂”带来的
丰富内容，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重要
平台。

“我们年纪大了，不会上网，眼睛
也不好，贴的通知也看不清楚，这‘大
喇叭’一广播，接收各种消息太方便
了，让我们这些老人也能了解现在的
新思想、新政策。”听完节目，村里的老
人感叹道。

去年以来，阳曲县委组织部在部
分行政村试点实施“响亮工程”，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今年阳曲县委组织部
进一步丰富“响亮工程”的内容，实现
全县所有行政村全覆盖，举办“空中党
课课堂”，把对党员的学习教育，通过
广播拓展到全体村民，扩大了学习覆
盖面。

今年以来，已经播放13期“空中课
堂”。“由于今年疫情影响，我们不能集
中学习，‘空中课堂’每次都播放一些
不同的内容，特别是近期播放的法律
政策宣传，很好，我们都很喜闻乐见。”
高村村党员们说道。

高村乡高村村党支部书记说：

“‘空中课堂’已经在村里播放有几个
月了，每天播放大喇叭，村民可以在家
里吃着饭、干着活都能学到一些新思
想、新政策、新知识。”

“空中课堂”通过乡村大喇叭广播
与群众更为贴近，也为党和政府的“好
声音”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提供了“空
中阵地”。

今后将做到每天半小时、周周有
专题，及时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以及
省市县委会议精神传达到农村基层，
切实提升党员群众学习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阳曲县党员教育搬进“空中课堂”
本报记者 姚 凡 通讯员 赵国华

传感器组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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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龙潭，湖水荡漾，绿树成荫。5月31日，由杏花岭区委、区
政府主办的杏花岭区《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太原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活动在太原龙潭公园大鼎广场举行。该
活动在接下来的10天，将在12个街道、乡镇中全面铺开。

本报记者 姚 凡 通讯员 刘璟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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