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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商品市场优化升
级专项行动计划（2021-2025）》，推动我
省商品市场优化升级，指导各市申报全
国专项行动试点项目，日前，省商务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贸
促会和太原海关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商
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围绕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服
务能力、促进创新融合三大方向，提出11
项主要任务，旨在通过专项行动，将商品
市场打造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平台、扩
大内需的重要载体、优化供给的重要引
擎，基本建成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
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商品市场体系。

优化市场环境有实招

《通知》要求，到2025年，我省培育一
批商品经营特色突出、产业链供应链服
务功能强大、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全国
商品市场示范基地，产销衔接机制更加
稳定，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更加显著，商品
流通效率有效提升。有条件的地方培育

一批区域性示范基地。
为此，进一步优化我省市场营商环

境尤为重要，首先要升级市场基础设
施。通过完善仓储、分拣、加工、配送、冷
链等物流设施设备，探索构建标准托盘、
周转箱循环共用系统。推进大数据中心
等数字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鼓励
设施设备节能改造，推进绿色市场建设。

其次，要优化市场交易环境。通过
鼓励商品市场完善信用记录、分级、激励
约束等管理制度，探索构建以信用为基
础的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指导商品市场
持续优化交易服务，畅通交易主体权益
保护渠道。

此外，还要规范市场运营管理。通
过推进商品市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鼓
励结合实际制定市场建设、管理、运营、
服务等相关标准。完善商品质量监控等
制度。健全应急保障响应机制，有效发
挥保供骨干企业队伍作用。

提升服务能力有力度

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强化产销衔接
能力、提升品牌孵化能力、拓展平台整合
能力……提升服务能力是商品市场优化
升级的助推器。

《通知》明确，要强化统计监测、指数

发布等公共服务，完善交易结算等基础
服务，提升展览展示等专业服务，拓展信
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探索构建多层次、全
方位的综合服务体系。

鼓励农产品市场与生产基地、零售
企业对接，推进农商互联。鼓励工业消
费品市场加强消费需求研判，引导生产
企业优化供给。鼓励生产资料市场结合
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促进更高水
平供需平衡。

引导商品市场拓展品牌策划等功
能，加强品牌培育与运营。指导商品市
场通过品牌创建活动，提升商品品牌化、
特色化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商品市场与
生产企业合作，开发自有品牌商品。

通过引导商品市场与特色产业集聚
区、物流园区、配送中心对接合作，打造
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带动产业升级和
效率提升。搭建开放平台与中小商户共
享，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商户做
大做强。

促进创新融合有保障

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强化
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联结是持续完善市
场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

《通知》明确，引导市场业态创新。鼓

励农产品市场加强业务流程优化，建立供
求信息传导机制，引导按需生产。鼓励工
业消费品市场创新营销方式，推动跨界融
合发展。鼓励生产资料市场探索交易模
式创新，依法合规发展电子交易。

促进市场协同联动。优化商品市场
区域规划布局，支持产地型、集散型和销
地型商品市场加强纵向联动。指导商品
市场按照区域产业发展定位，巩固差异
化经营优势，促进市场横向协作。

推动数字化转型。引导商品市场应
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传统交
易场景数字化重构。鼓励商品市场依托
行业大数据平台，打造适应数字经济发
展的新型商品集散中心。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指导商品市场
加强主体培育、品牌建设和融合创新，深
入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建设。鼓
励商品市场与跨境电商综试区、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协作，发展跨境
电商。鼓励商品市场组织产销对接活
动，按照“同线同标同质”要求，支持出口
产品转内销。

同时，《通知》强调，将从加强组织领
导、开展试点探索、加强政策支持、强化
支撑体系、加强总结宣传五大方面，全力
保障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我省吹响商品市场优化升级号角
——《关于开展商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的通知》解读

本报实习记者 李京益 熊文爽

“小麦机收是夺取夏粮丰收的收官
之战，要在机收减损上挖潜力，促进增
产增收。”闻喜县高级工程师张永琴说。

6月4日，闻喜县农业农村局的专家
服务团队走进田间地头，持续深入开展

“小麦机收减损技术暨农机安全操作规
程”现场指导和技术培训服务工作，把
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及时解决了
农机手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
和问题。

这正是今年3月份以来我省农业农
村系统开展“三队”包联服务，以包联促
发展，开展农技服务的一个典型缩影。

农机化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6月7日，在晋城市阳城县白桑乡南
香台村，随着大型收割机轰然启动，该
市小麦机收“开镰”作业全面展开，全市
近64万亩小麦在10余天的“三夏”作业
中投入各类农业机械近2万台，其中联
合收割机1000余台。

目前，我省“三夏”农机化作业从南
向北陆续展开，其中，实现“龙口夺食”

“颗粒归仓”，打赢“三夏”会战，降低粮
食机收损耗，农机作用至关重要。

“中心派出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培
训，为机械化现代农业提供技术保障。”山
西省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侯振全说。

“为确保丰产变丰收，夏收前对农
机手进行专题培训，并在小麦主产区的
交通要道设立了 14 个机收作业调配服
务站；成立小麦机收突击队和以农机技
术人员和维修人员为骨干的技术维修
服务队，确保机收能快速推进，机械化
率达到 98%以上……”晋城市农机发展
中心副主任牛保凤介绍。

“为全县11.77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包联服务专家团队‘早’字当头，‘快’字
当先，配合农机中心积极调配 500 多台
联合收割机全面铺开机收作业。”阳城

县农机专家程龙义说。
“夏收期间，专家团队把机收减损

作为重点内容，及时推广谷物联合收割
还田一体机、秸秆收获打捆一体机、秸
秆捡拾打捆机等新技术应用，积极开展
线上线下农机维修保养等知识培训，宣
传农机安全生产知识，及时发布信息咨
询、机具供需、天气预报等信息，指导农
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等农机社会化
服务组织和广大农机手及时抢收小麦，
并做好夏收后复种准备工作，力争做到
机具供应、信息引导、后勤保障、技术服
务、安全生产‘五到位’。”牛保凤说。

让“技”进村入企精准惠农利农

“李主任，我是厦阁村的吕列，我种的
70亩辣椒不知是出了啥问题，叶子上长出
了斑点……”6月8日晚，朔州市朔城区农
技推广中心主任李淑兰接到一个农户的电
话。李主任安慰道：“不要着急，明天我们
去看看，咱对症下药，尽量减少损失。”

农情就是命令，6月9日早晨，朔城
区专家团队在李主任的带领下冒雨赶
赴厦阁村吕列的辣椒地，认真查看发病
田块辣椒叶片、茎杆、根系生长情况，了
解移栽情况和除草剂使用情况。经过
会诊，他们提出要及时防虫(蚜虫、烟粉
風)减少传毒途径、喷洒增抗剂提高辣椒
植株抗病能力的防控方案。

5月26日，晋中市平遥县专家团队
一行走进该县新大象有限公司的肉鸡
产业园和种猪繁育基地，就商品肉鸡笼
养技术、PIC 种猪的生产性能、后备母
猪、怀孕母猪及哺乳仔猪的饲养管理技
术、生物安全防控等技术环节进行了交
流和指导。

6月7日，大同市新荣区专家团队带
领新荣区中药材种植、加工企业负责人
在浑源县参观了该县荒山种植的黄芪
和柴胡以及黄芪初加工基地……

“开展‘三队’包联服务是推动我省
第一产业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有力抓
手，‘三队’要工作下沉，强化沟通，步调

一致，同包联、同推进、同服务，确保取得
实实在在成效。”5月25日至26日，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文志对忻州市

“三队”包联情况进行督导调研时表示。

守初心担使命 我为群众办实事

“在第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
览会上，来自‘大同好粮’区域公共品牌
的50家企业、300多个产品，深受广大市
民欢迎……”省农业农村厅营销战队的
赵妍介绍。

赵妍说：“自上海国际食品产业园
‘山西特优农产品精品街’启动运营以
来，截至目前，长治市已有山西沁州黄小
米（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振东五和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51种产
品入驻，组织对接上海晶粮集团、光明米
业等大型企业4次、小型集采活动3次，
其中沁州黄小米公司与上海光明米业集
团达成1亿元小米产销战略合作协议。”

“要发挥地域优势和产品自身特
点，扩大小米生产规模，扩宽经营渠
道。”山西功能农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山
西农业大学高志强教授对晋中祁县的

“锶谷·天然富锶小米”给予肯定。
与此同时，记者从项目工作队微信

公众号获悉，截至5月底，总投资2121.6
万元的山西百草盛紫苏籽精深加工项
目车间正在建设中，相关设备的购置等
工作也正在进行……

晋中项目三队主任曹建明前不久
带队到左权中央预算投资人居环境整
治项目村督导，与施工村民沟通化粪池
施工技术要点，一再强调要保证质量。

……
“‘三队’包联服务‘三农’，要坚持

实体化落地、项目化实施、季度化推进、
责任化落实、信息化创新。”山西省委农
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刘志杰表示：“省、市、县三级要实行通
报推动、案例推动、现场推动、督导推
动，以‘四个推动’促落实，传导压力，压
实责任，确保工作实效。”

守初心担使命 我为群众办实事
—— 我省农业农村系统“三队”包联服务侧记

本报记者 欧志强

6 月11 日上午，山西省零售商行
业协会为行业职工免费亚健康检测
活动在太原居然之家春天店拉开大
幕。本次活动以“健康让生活更美
好”为主题，100多名省零售商行业协
会职工代表在接受亚健康智能筛查
机器人“把脉问诊”后，均直呼这个可
爱的大家伙太神奇了，身体有什么问
题它一眼就能识别，并且还能及时给
出针对性的建议。

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检测者坐
在椅子上，通过面部、手部等功能识
别，进行静态健康评估，绑定手机后
即可获得个人健康报告，还能自动生
成健康食谱。亚健康智能筛查机器
人对检测者整体免疫能力、十大系统
状况、异常指标项、实时状态等评估
后，提出相应的膳食建议、运动生活
方式建议、营养素建议等，针对检测
者整体健康状况给出综合评估得分，
有助于改善检测者亚健康状态，全面
提升身体素质。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我省零售商
行业协会 2021 年为行业职工免费亚
健康检测行动之一。太原金美生活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总计10000个亚健
康检测名额，并采取走进企业现场免
费检测和发放免费检测卡到指定地
点检测两种形式进行。

省零售商行业协会会长王仂说
道：“亚健康作为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
之间的一种状态，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希望零售商行业企业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高度重视职工健康状态，只
有职工生活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
了，才能使企业与职工双方受益。”

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胡燕萍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使广大商贸
行业职工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
全面的了解，加强体育锻炼，以充满
活力的体魄，以健康愉悦的心态积极
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全省商贸行业的
发展作出贡献。

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实习记者 李京益 石守霞

政策解读

太行千里，龙脊蜿蜒，处处雄关险隘，凝铸了中
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见证了中华儿女团结御侮的不
屈历史。

平型关，一座英雄的关。1937年，正当民族危急
存亡之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关下设伏，并取得
抗战以来首次大捷，一举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鼓舞了全
国人民必胜的信念。

如今，硝烟散尽，炮声远去，红色土地已是满目
青翠的绿色家园。勒石永铭的记碑，热血洒染的枪
械，让我们再次置身那个同仇敌忾的年代。

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馆长赵优文与我们一起回
溯了那些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

1937年9月23日傍晚，紧急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
军 115 师师部，接到国民党第六集团军送来的《平型
关出击计划》，说由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115师
配合侧击。此时，接连受挫的国民党军队，士气已十
分低落。

即将与日军正面接触的 115 师，把首战的地点
精心选在平型关前的乔沟一带。乔沟是取道平型
关必经之路，中间有一处长约 5 公里、深 20 米至 30
米的峡谷，两壁陡峭，是布“口袋阵”关门打狗的理
想场所。

大战在即，空气中也充满了肃杀之气，密布的乌
云带来大雨，将士们湿透了征衣。为了精准设伏，师
首长冒雨察看阵地后立即下令：343旅于当日24时出
发，天亮前进入白崖台一线设伏，344旅随后开进，24
日拂晓完成各种战斗准备。

9 月 24 日，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枪炮声，前沿部
队报告，敌人将于翌日大举进攻。25 日晨，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一个步兵大队乘 100 余辆汽车，延绵
10余里开进乔沟，进入115师伏击圈。

当狂妄的日军全部钻进“口袋”后，攻击命令随
即下达。此时是清晨 7 时整。按照师部“拦头”“斩
腰”“断尾”的要求，685 团、686 团、687 团将敌人分割
包围，枪弹声响成一片。

虽系辎重部队，但日军装备精良，还击也十分强
悍，很快在军官指挥下开始反扑。增援的敌机也不
时飞来，向我阵地狂轰滥炸。师首长当机立断，命
令部队冲锋，与来犯者展开肉搏战。战士们端起刺
刀，到处追杀，被刺死、打死的敌人，满地都是。鬼
子队伍很快被拦腰斩成几段，惊慌抵抗，气焰不再
嚣张。

在杨得志 685 团的阵地上，有个外号“猛子”
的连长曾贤生。战斗开始前，他就挑选出 20 名作
战勇猛的战士作为突击队，每人配发一把大刀。
攻击开始后，“猛子”连长拔出大刀喊道：“大刀
队，上！”20 名队员手抡大刀，猛虎般冲下壕沟向
敌人砍击。只听得“嚓嚓”声响，杀得敌人鬼哭狼
嚎，缺肢断头。“猛子”连长冲到公路上以后，大刀
所到之处，眼前的敌人接连倒地。在砍杀了十多
个鬼子之后，曾贤生身负重伤被五六个端着刺刀
的敌人包围，他拉响了身上仅剩的一颗手榴弹，与敌
人同归于尽。

位于乔沟要隘的老爷庙是一处制高点，被争夺
得十分惨烈。其西侧被日军用作停车场，停了十几
辆汽车。日军停放了汽车，必定配置看守人员，为
避免暴露我军目标，因而没有提前占领。负责控制
老爷庙的686团3营反复冲锋，最终控制了老爷庙。
之后，战场形势立即改变，山沟里的日军再无还手
之力。

在争夺老爷庙的同时，阻援战也打得十分精彩，
杨成武带领的独立团在友军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坚
持英勇阻击，最终打得增援的日军夺路逃向涞源
城。大路上、山野里、草窠中遗弃着各种姿态的敌尸
300多具，机枪、步枪、手榴弹、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
盔到处都是。独立团乘胜追击 50 多里，一直追杀到
河北涞源城下……

“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潇潇夜雨
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
倭青史流。常抚皓首忆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这
是聂荣臻元帅在 86 岁高龄时深情写下的《忆平型关
大捷》，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赵优文告诉记者，八路军当时缺少精良武器，
能打败鬼子，除了地形用得好、侦察做得好、指挥
安 排 得 好 ，最 关 键 的 是 为 了 民 族 不 怕 牺 牲 的 精
神！平型关伏击战，共歼灭日军千余人，击毙日军
中佐二人，缴获汽车、军械众多，堪称大捷。八路
军亦由此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
击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对整个抗日大局产生了重
要影响。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今的平型
关儿女，发展红色旅游，打造有机社区，建成移民新
村，已经在脱贫攻坚的新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而
那场惨烈的战斗和那种永远不屈的精神，也将定格
在最深的记忆里永放光芒。

平型关大捷 ——

巍巍雄关铭记抗战首捷
山西日报记者 贺 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一线传真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及馆前军事文化广场。
张占兵 摄

（上接第1版）
在黄河中下游，由于小浪底水库的

修建，经过调水调沙，保住了下游黄河滩
区的安澜，也使得万里黄河孟津蓝。行
走在孟津的黄河岸边，远山黛青，涛声入
耳，大堤内外绿植葱茏，河中沙洲树木茂
盛，浅滩、水草、候鸟共同构成一幅和谐
风景画。随着保护力度加大，生态持续
恢复，黄河沿岸成为鸟类天堂，仅在孟津
就监测有270多种鸟类栖息。

从孟津顺流而下100多公里，就来到
了郑州市惠济区的南裹头。南裹头曾是
嘈杂的渔家乐聚集地，如今改造为湿地公
园，变成一处热门打卡地。这里以防汛物
资石头为主题，岸边绿草美如画，还修建
了观河台服务驿站、露天剧场等。夏日的
中午时分，观河台上凉风习习，不少游客
在此欢歌笑语、休闲纳凉。

如今，在郑州市西北黄河之滨南岸的
黄河风景区眺望，青山巍巍、黄河滔滔，雄
浑浩荡与秀美宜人之景可以尽收眼底，抚

育了两岸千百年的母亲河容光焕发。
【记者观察】黄河中下游缘何变得俏丽动

人、和蔼可亲？生态恢复是根本。为重新构建
“生态黄河”，2020年初，河南启动“百千万”黄河
生态保护治理试点，在黄河部分河段堤外建设宽
约500米、面积为10万亩的生态廊道。目前，河
南沿黄地市的370公里生态廊道已初具规模，将
黄河文化遗存、沿岸美景和现代产业有机串联。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指引下，
沿黄地区聚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定施策、久
久为功，黄河一定能成为两岸儿女的幸福河。

愿归田园居

让艺术与生活相遇，“绿色”与“金色”
相接，生态发展“疗效”让人赞叹。

空山新雨后，天空蔚蓝如镜，萍水河
迤逦而过，山坡上的萍乡市湘东区江口
村，成片的白色“艺术宫殿”，如一块白玉
镶嵌在青山绿水间。

竹艺编织、油葵花草种植，让原生态

产品走出农村；“零799”艺术区、赣湘诗源
藏书楼，让艺术气息走进乡野——江口村
通过保护山林、污染整治、农房改造，生出

“文艺范儿”，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零799”艺术区入驻艺术家陈锋是江

口村的一名“新村民”，他“落户”在此，是
希望在自然美景中找寻艺术的踪迹，将艺
术种子播撒在广袤乡村。在他的油画中，
小村庄的四季变换诗意而美好。“乡村振
兴不仅是农村美、农民富，更重要的是文
化建设，是精神的富足。”陈锋说。

从山到河、自城而村，萍乡的生态建
设吸引更多人愿归田园，重新寻回“乡愁
记忆”——

在安源区，曾经的“江南煤都”，由于
不合理开采，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
境，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安源河
成了条“黑泥鳅”。痛定思痛，当地关停91
家采矿厂，给河道清淤、为生态加分，如今
观光休闲农业每年吸引8万余名游客，生
态种植带动村民增收450万元。

在上栗县，“泉之源”田园综合体在群
众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完善基层自治
的基础上，淘汰周边村庄30余家花炮企
业。如今游客和村民或在廊桥休憩聊天，
或在湖上泛舟戏水，仅“五一”假期就吸引
5万余名游客，带动旅游增收210余万元。

在莲花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成为
乡村振兴新动能，2020年新增省4A级乡
村旅游点2家，3地获评“江西康养旅游打
卡地”，文旅、农旅开始深度融合。

珍视山川河流、回归资源集约，一幅
幅绿色发展的美丽画卷正在中部地区徐
徐铺开。

【记者观察】峰峦叠翠、竹海摇曳，生活
因遇见绿色而生机勃勃；创业潮头、发展蓝
海，乡村振兴因绿色发展而点亮想象空间。
有生态，也要有未来。在笃定美丽生态中创
造绿色经济，中部地区的生动实践，揭示出产
业融合创新、绿色发展“后发先至”的可行路
径。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正在为推进中部绿
色崛起、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源源动力。

新闻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