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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治9月6日讯（记者 冯毅
松 通讯员 廉玉）今年以来，沁源县
聚焦“六新”突破，坚持项目为王，以

“三个一批”为总牵引，坚持质量成色
不打折，在项目研究、策划、包装上动
真心；坚持有效投资不松劲，在项目
引进、落地、开工上下功夫；坚持优化
环境不停步，在项目服务、推进、保障
上出硬招，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
在建项目投产、投产项目达效，以项目
建设新成效推动沁源县高质量转型发
展迈上新台阶。

截至目前，该县签约项目33个，开
复工项目 92 个，竣工项目 29 个，本次

“三个一批”活动，计划签约项目10个，
开工项目10个，竣工项目6个。项目涵
盖了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节能环
保、文化旅游等领域，创新驱动能力强、
产业附加值高，是沁源县高质量转型发
展的强有力引擎。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沁源
县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推进“三个一批”
重点项目建设。一是聚“六新”、上项
目、增动能。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
瞄准未来产业、培育新兴产业，一马当
先抢抓项目、一鼓作气建设项目、一以
贯之推进项目，谋“六新”好项目、上“六
新”新项目、干“六新”大项目，让“六新”

项目在沁源不断扎根，让“六新”成果在
沁源不断涌现，以高质量的“六新”项目
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夯基垒台、蓄势
赋能。二是优环境、建生态、强招引。
继续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强化“沁源
好人”营商品牌，主动作为、靠前服务、
优质服务，充分释放“放管服效”改革红
利，保障项目优先审批、用地优先供给、
资金优先统筹、问题优先解决、人才优
先配置，切实为企业投资兴业、人才创
新创造提供一流的环境。三是兴产业、
促转型、蹚新路。深入推进“绿色立县，
建设美丽沁源”发展战略，做精、做细、
做好、做实煤焦电、煤焦化、煤气化循环

产业，做大、做强、做优有机旱作农业、
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等现代农业，做实、
做优、做大文化旅游、森林康养、药食同
源等新兴产业，以产业兴旺、产业振兴、
产业转型，强一方、富一方、美一方，坚
决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四是抓落实、提效率、交总账。全
县各级干部发扬只争朝夕、勇于担当、
主动作为、大胆突破的精神，持续推进
项目建设、双招双引“周月季”行动，比
谋划看储备、比招引看投资、比开工看
进度、比服务看实效，让重大项目源源
不断，让有效投资强劲有力，努力实现
项目建设交总账，经济发展“全年红”。

沁源“三个一批”提速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已签约33个项目

8月31日临近中午，在左云县云兴
镇一家牛骨头馆，由于口味鲜美，前来
就餐的顾客络绎不绝。饭店老板说：

“饭店目前才开业一个多月，刚开始，有
的客人因为讲排场、讲面子的原因，会点
一大桌子菜，吃剩下的就全部浪费了。
后来，我们从点菜等多方面入手，帮客人
把好关。此外，服务员还会在菜品搭配
上为客人当好参谋，询问客人口味，避免
因为菜不合口味造成浪费。同时，还会
在数量上为客人提出建议，希望客人按
人数点菜，此举较为合理。另外，在有客
人点凉菜时，我们一般都是上小份。正是

因为这样的举措，客人吃完后桌子上的菜
肴几乎都被‘消灭’干净了。”

近日，左云县社会各界主动与文
明携手，向陋习告别，争做厉行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践行者、传播者和监
督者，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

“服务员，帮忙打个包。”在三禾粗
粮馆，客人吃完后想将剩下的菜打包带
走。餐馆老板表示，“为杜绝浪费，餐厅
想了好多招，引导顾客树立节约意识，
通过双方共同努力，让浪费现象越来越
少。我们要求服务员在点菜时必须问
明客人的就餐人数，提醒客人不要过量

点菜。当客人用餐结束，服务员如果发
现餐桌上还有不少剩菜，会主动提醒客
人打包带走。”

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宏龙
表示：“作为餐饮行业的监管部门，我们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我们立即
行动起来，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我
们将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进行广泛宣
传，通过发放倡议书、宣传资料和张贴
宣传标语等形式，大力提倡光盘行动，
养成适量点餐、合理消费、主动打包的
好习惯。下一步，我们还会围绕‘拒绝

浪费、厉行节俭’这一工作重点，常抓不
懈，让节约节俭深入人心，在全社会营
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氛围。”

龙盛饭店负责人表示，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后，餐馆在第一时
间响应，并发出倡议：推行“N-1”点餐
模式，即 10 位进餐客人先点 9 个人的
餐，不够再增加菜品，从源头杜绝餐饮
浪费。同时，针对两三位客人进餐，餐
厅推出半份菜或小份菜；所有餐厅为顾
客服务时，必须以节约的原则作为前
提，提供打包服务，体现餐饮行业的“光
盘行动”；继续倡导文明新风，实施公筷
公勺，为顾客的文明进餐提供便利条
件，避免顾客进餐中交叉感染，保证食
客吃出健康。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
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唐诗，告诫我们要懂
得勤劳简朴、厉行节约。让我们一起向
餐饮浪费行为说不！”市民刘华如是说。

“让我们向餐饮浪费行为说不！”
本报记者 杨晓明 通讯员 左 功

本报晋城9月6日讯（记者 崔振海 实习记者 暴
丽鹏 通讯员 马海波）近日，记者从晋城市邮政管理局
获悉，晋城市17个邮政营业网点开通了代办交管业务，“警
邮合作”成效初现。

今年以来，晋城市邮政管理局引导邮政企业依托网点
分布广泛、服务便利快捷的优势，推进“警邮合作”便民服
务项目，创新警邮合作服务模式，拓宽服务覆盖面，积极打
造邮政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开办“警邮合作”的邮政网点，
可以办理涉及到驾驶证、机动车等15项车管业务，既让群
众享受到“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便捷交管服
务，也让群众享受到了在家坐等证件邮寄上门的“一站式”
服务。

接下来，晋城市邮政管理局将继续指导邮政企业贯彻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不断拓宽警邮合作项目服
务范围，推动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着力为群众提供更
为优质的便民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办事需求。

开办“警邮合作”的网点可办理15项车管业务

晋城市“警邮合作”成效初现

本报晋城9月6日讯（记者 崔振海 通讯员 刁会
民 郭王霞）为进一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工作，近日，沁水
县人社局组织举办了传承优良家风，建设文明家庭的主题
活动。围绕树立身边典型、宣扬身边典型、学习身边典型
的目标，深入挖掘典型的感人事迹，用榜样的力量引领干
部职工争当好家庭，争创好家风。

活动中，大家聆听了王倩、张静等几位同事自述的“家
风、家训、家规”故事，台上的朗读者娓娓道来、款款深情，
台下的观众静静聆听、细细品味。活动现场气氛融洽。

开展此次活动，旨在引导干部职工见贤思齐、崇德向
善，积极传承夫妻和睦、邻里友善、尊老爱幼、诚信互助的
家庭美德，大力推行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从政的家风
建设，用千家万户淳朴的家风为“中国梦”添砖加瓦，让全
社会充满正能量。

沁水县人社局：

开展传承优良家风建设文明家庭活动

本报大同9月6日讯（记者 杨晓明）近日，以“道地寻
踪 产业引领 乡村振兴 天下大同”为主题的2020中国道
地药材县域产业发展大会在大同市举行。

大会扎实推进《全国道地药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
(2018-2025年)》落地实施，完成到2025年全国建成道地药
材生产基地总面积2500万亩以上，形成覆盖全国主要道地
药材产区的质量追溯系统、产销信息监测体系和流通体系
的规划目标。大会引导资本对接产业资源，搭建一个政府
指导、县域联合、产业互助、跨界合作的共创共享共赢特色
产业发展平台，助力县域地区道地药材基地建设，促进产
业健康发展，加强道地药材生产基地跨区域协作。

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国北方药材交易批发市场一期
工程正式对外开放。该市场规划6.2万平方米，是一个超
大型综合交易市场，内含贵细药材、常规药材、药食同源
药材等，预计年营业额超20亿元。届时，市场将面向中国
北方地区，提供全方位的医药产业、健康产业、养老产业
等服务。

以“道地寻踪 产业引领 乡村振兴 天下大同”为主题

2020年中国道地药材县域产业发展大会举行

花馍是面塑艺术的代表之一，在方
山县逢年过节、结婚嫁娶、孩子满月、生日
祝寿，都少不了花馍来增添节日的气氛，
美丽的花馍代表着美好的寓意。近日，
记者有幸走进方山县峪口镇峪口村非物
质文化花馍传承人——王保珍的“花朵
面饰”，近距离了解面塑制作能手用一把
剪刀、一把梳子、一双筷子、一把小刀、几
支竹签开展脱贫致富奔小康，带领村里
的姐妹一起脱贫走向致富的故事。

提起王保珍，峪口镇妇女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76岁高龄的她本已可以安享
晚年，却组织全村妇女开展脱贫致富。
提起致富路，保珍大娘满腹心酸。

2011年，王保珍的丈夫张还云患脑
梗死疾病住入市人民医院，出院时看到
治疗费高达6万元全家傻眼了。为了还
债，她与儿子商量办起了蘑菇加工厂。
作为农村妇女，对平菇、香菇、鸡腿菇等
品种繁杂的菌类，从分辨不清到一一掌
握每种菇类的培植方法，从峪口村开始
到周边县城超市菜市场打通销路，无不
体现出她倔强与不服输的精神，也使她
还清债务走向致富路。因常年劳累，老

公病倒无人帮忙，王保珍身体不断发出
警告，肾脏炎、腰椎盘突出、膝盖滑膜炎
等病症接踵而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她只能放弃加工厂，回家休息。看到临
县干馍馍生意在当地市场畅销旺盛，
2015年她萌生了做面馍生意，于是贷款
10万元，开了间属于自己的花馍坊。她
为了服务好群众，亲自去临县三交、岚县
拜师学艺，不惜重金邀请师傅亲自来厂
当大师傅，手把手学习传教技术制作流
程。2017年8月，在县妇联的大力支持
下，王保珍成立了“三晋巾帼巧手脱贫示
范基地”，邀请了岚县民间面塑艺术传承
人——王冬梅老师现场为峪口村贫困妇
女举办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开展面塑艺
术的创作和制作。

峪口村妇女李艳红说：“经过王保珍
师傅手把手教，我们村有30多名妇女现
在在‘花朵面饰’打工，培养出巧手2名，现
在也另立起灶，每天制作的产品在网上销

售，不出村我们也能挣钱补贴家用。”
据王保珍介绍，她制作的面食品种

齐全。“花馍艺术与人的一生结合起来，
从人之初、婚嫁娶到福禄寿，每一个重要
的人生阶段都有代表性的花馍与之对
应。以童年为例，孩子呱呱落地时，外婆
家得做锅盔馍切块送给亲朋好友。锅盔
馍在这里就好比请柬一样，告诉乡亲们
家里添丁了，寓意人丁兴旺。男孩满月
时要做老虎馍，寓意虎虎有生气，长大成
大器。女孩满月则是鱼莲馍，寓意女孩
子出淤泥而不染，品行高洁。周岁时则
是鱼馍馍，寓意一岁食鱼，岁岁有余。十
二周岁时则需要做健娃娃馍和全灯馍，
寓意快快成长，早成栋梁。高龄祝寿用
寿星老花馍，寓意长生不老。移居时也
做燕燕雀雀馍，象征生生不息，生命旺
盛，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祈盼。!”

做花馍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王保
珍说：“每个花馍的制作，工艺都相当讲

究，需要发面、上碱、做造型、蒸、上色、
组装等多道工序，完成顾客的预定往往
需要两三天的时间。”一团面经过几经
捏、搓、揉、掀，用小竹刀灵巧地点、切、
刻、划，塑成身、手、头面，披上发饰和衣
裳，顷刻之间，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便
脱手而成，结婚时《龙凤呈祥花馍》馍最
便宜一套170元，最贵400元，这些当地
习俗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购买，也在邻里
街坊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其作品《百鸟
朝凤》《孔雀戏牡丹》获得了“最佳手工
技艺奖”、省级综合性人才荣誉“三晋英
才”奖。

王保珍高兴地说：“现在有30多个
妇女在我厂工作，不出门就能打工挣
钱。感谢国家扶贫政策使我办起了花
镆加工厂，帮我致了富，过上了幸福的
生活……”她表示，今后要将这一事业
做大做强，并把这一技艺传承给更多的
妇女，帮她们拓宽致富门路。

王保珍：让面团在指尖“生花”
本报记者 李全明 通讯员 段晓琴

本报临汾9月6日讯（记者 张文华）近日，临汾市在
蒲县召开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

近年来，蒲县作为首批省级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县，
全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主要做法是

“四个+”：一是“党建+阵地”，让文明实践遍地开花。县乡
村三级分别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创新增设
78个县直单位新时代文明示范点、15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岗，构建起了中心、所、站、示范点、实践岗“五级阵地”，全
部实现“五有”标准，推行党建引领“十个起来”，努力把各
级阵地建设成为传播党的声音、传承优秀文化、培育文明
风尚、提供便民服务的文明实践“综合体”。二是“平台+资
源”，让公共服务便捷高效。着力打造理论政策、教育服
务、文化服务、科技科普和健身体育“五大平台”，盘活县域
各类资源，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三是“党员+群众”，让志愿活动广泛深入。成立县
级总队，下设21支分队，注册志愿者18969名，汇聚起蒲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硬核”力量。四是“六传+六践”，让时
代新风蔚然成风。深入开展了“六传六践”活动，让文明新
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积极探索 先行先试

临汾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明实践活动品牌

新闻人物

眼下，正值葡萄成熟的季节，近
日，记者来到长治市上党区韩店镇桥
沟村葡萄种植基地，只见一座座大棚
由东向西整齐排开。走进大棚里，一
排排葡萄架映入眼帘，错落有致，一串
串紫红亮丽、鲜艳欲滴的葡萄晶莹剔
透，让人看了甚是喜欢。

近年来，桥沟村充分利用特殊的
气候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
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并将特色农业
的发展作为促进百姓增收的主要手
段。该村目前已经发展了葡萄、金果
梨、水晶富士苹果等高效农业 280 余
亩，去年特别扩大了英明 1 号、5 号、9
号葡萄的种植规模。

“这个葡萄品种是从山东寿光引
进来的，还聘请了寿光的技术员常年
在这里进行技术指导。今年葡萄的亩
产量在 8000 斤左右，之后将会达到
10000 斤。”正在对葡萄进行管护的工
作人员对记者说道，该品种不上化肥、
不打农药、不用催红剂和膨大剂，采摘
下来可以直接食用。

桥沟村以前以种植农作物玉米
为主，种植结构单一，每亩地收入也
不多。2011 年，桥沟村成立了葡金
休闲合作社，该合作社充分依据区
位和资源优势，瞄准居民消费和旅
游消费两大市场，主要发展水果种
植和特色生态农业采摘，并通过农
户将各自承包的土地自愿入股农庄
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有
力保障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合作社

负责人李天林介绍，目前入股农户
69 户，土地面积 215 亩，占全村耕地
的 95%。

70多岁的村民陈茂盛说：“我家有
4亩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合作社每年给
我3200元流转资金，然后我就在合作

社工作，一年下来能挣10000多元，收
入比之前增加了很多。”

2017 年，桥沟村又积极响应上党
区推进农业结构调产规划，流转土地
60 多亩，主要种植了核桃等干果经济
林。当前，葡金休闲合作社的早熟葡

萄已经于6月份进入采摘期，将持续到
9月底，晚熟葡萄的采摘时间可持续到
12 月份。该合作社的葡萄一上市，就
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如今，这
一产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

“绿色银行”。

串串葡萄串串葡萄““甜甜””农家农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毅松冯毅松 通讯员通讯员 白雪峰白雪峰 牛晓婉牛晓婉

记者观察

今年以来，阳煤集团二矿在修旧利废工作中，以契约化
管理为抓手，树立全员成本意识，通过深挖内部潜力，规范员
工操作技能，不断降低成本投入，增加企业效益。图为职工
正在利用矿车整形机对矿车进行修复。 任锁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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