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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1月3日讯（记者 王媛）
记者从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山西省文物安
全责任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我省文物资源丰富，现有不可移
动文物 53875 处，约占全国 76.67 万处
的 7%，全国排名第四。其中，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531 处，占全国总数
的 10.5%，居全国第一；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779 处；现存古建筑 28027 处，约
占全国十分之一，其中元代及元以前
木构古建筑 509 处，占全国的 80%以
上，特别是全国仅存的 3 座唐代木构

古建筑均在山西；现存唐代以来彩塑
12000 余尊和壁画 50000 余平方米，数
量全国第一；现存古戏台 2800 余座，
数量全国第一；旧石器遗址、地点 800
余处，数量居全国前列；现存历代长
城 1401 公里，共 4266 个点、段，长城墙
体长度居全国第五，点段数量居全国
第三，是既有内长城又有外长城且涵
盖历史时代最全的省份之一；已公布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150 处，是全国与
八路军、红军东征有关文物遗存最完
整、最丰富的省份。

为确保《实施办法》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省文物局立足全省文物安全工作
实际，3次组织专家进行研究，通过该局
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征求了11
个市政府和 22 个省有关部门意见。

2023年12月14日，《实施办法》经省政
府第 2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以省
政府办公厅文件下发施行。

《实施办法》深刻阐述了文物安全
工作的基础性、重要性，围绕解决问题
和制度安排，提出了5章共22条具有针
对性的政策举措。

省文物局副局长白雪冰介绍，近年
来，山西省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一
些地方文物安全主体责任、监管责任、
管理使用者直接责任落实不到位，法人
违法、盗窃盗掘案件时有发生，文物火
灾等文物安全隐患和风险依然存在，文
物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亟待提升。

《实施办法》明确将文物安全工作
纳入地方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省、
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及主要负责人、分

管负责人贯彻执行文物安全法律法规
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文物安全协调机
制，依法督办、查处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和文物违法案件等责任。坚持“谁管理
谁使用谁负责”，打通文物安全责任“最
后一公里”。

“下一步，我省将加快探索卫星遥
感在执法督察中的应用，对全省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及时发
现破坏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等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查处文物违法案件。通过督
察督办文物违法案件和事故，促进一些
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切实履行文物保护
责任，提升文物管理和利用水平，推动当
地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惠及一方’的良好
效果。”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说。

今年起施行的《山西省文物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规定

将文物安全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

本报晋中 1 月 3 日讯（记者
郝光明）2023 年以来，榆社县坚持
以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为核
心，扎实有力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方位推
进，多措并举坚守防止规模性返贫。
目前，全县脱贫群众发展动力明显增
强，防止规模性返贫体制机制衔接高
效顺畅，全社会帮扶合力广泛凝聚，
和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

持续加强监测帮扶，重点稳住
“三类户”。榆社县采取多种方式
开展动态管理和定期核查，及时发
现返贫致贫风险农户，做到应纳尽
纳。在此基础上，精准制定帮扶计
划，并发动 312 名党员干部结对帮
扶 592 户未解除风险的监测对象。
全县1434户监测对象，针对性落实
产业、就业、兜底、教育、健康等帮
扶措施 7210 个，户均 5 个。同时，
对返贫致贫风险已稳定消除的监
测对象，按照程序及时风险消除。

在产业和就业上发力，实现脱
贫户“稳增收”。榆社县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强化龙头示范带动，健
全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推进乡村特

色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力促农民稳
定增收。全县批复实施产业类项
目 258 个、3.12 亿元，涉及 7 个乡
镇、8 个示范村的 57 个奖补村的庭
院经济项目全部完工。加快实施
设施蔬菜、肉牛养殖、生态甲鱼“三
个倍增计划”，带动1.5万余户脱贫
户实现持续稳定增收。同时，落实
惠 农 补 贴 政 策 ，兑 现 种 粮 补 贴
100.13 万元，发放农机购置补贴
107.99万元。在狠抓产业发展的同
时，坚持县内县外同向发力，发挥
就业帮扶潜力，积极打造“榆社古
建”省级劳务品牌，建设县级零工
市场，放大帮扶车间效应，通过职
业技能培训、推送就业岗位、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等方式，让全县 2 万
多名脱贫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
发放一次性吸纳就业、务工交通等
各类补贴资金796.73万元。

用活用好利好政策，形成脱贫

户增收的“强支撑”。全县通过强
化小额信贷支持，投放贷款8487.47
万元，支持 1718 户农户发展产业；
同时用好光伏收益分红，全县 7 座
光伏扶贫电站共收益 860.51 万元，
已分配到村 657.44 万元，惠及脱贫
人口5560人。此外，用足生态补偿
政策，新一轮退耕还林兑现资金
1537.6 万元，带动脱贫户 7266 户，
聘用森林管护员401名。发挥保险
保障作用，为脱贫群众投保“住院
津贴和意外伤害保险”“返贫责任
保险”和“玉米价格保险”，实现脱
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全覆盖”。壮
大村集体经济，制定专项发展规
划，投资 705 万元为 10 个集体经济
示范村注入资金活水，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蓄势赋能。坚持抓实后
续产业，投入1.08亿元实施深度贫
困村后续产业扶持项目，今年68个
整村搬迁人口保底分红收益749万

元，预计人均增收 1500 元，安排帮
扶资金574万元。

统筹乡村治理，加快推进和美
乡村建设。聚焦基层治理能力提
升，榆社县打造了“村企联建型”

“强村带动型”“产业牵引型”等一
批党组织联牵优势项目，进一步优
化了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建
立 1424 个“微网格”党小组，构建

“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新
格局，在有效衔接、乡村治理等方
面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深入
推进厕所革命，今年完成户厕改造
8000 座，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群众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深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拆除废弃建筑、残垣断壁153
处，整治农村户外广告 1690 处，乡
村绿化399亩，清理生活垃圾、农业
生产废弃物4765吨，农村面貌焕然
一新。

以持续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为核心

榆社坚守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

2023 年 12 月 30 日晚，“春之声”
2024 高平新年音乐会在高平市委党
校精彩上演。整场音乐会曲目多元、
精彩纷呈，在气势恢宏、喜庆热烈的
氛围中，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传统与现
代相融合的视听盛宴，奏响了全市人
民对 2024 新年的美好祝福。音乐会
还通过视频号、抖音号等网络平台进
行同步直播。

本报记者 崔振海
实习记者 暴丽鹏 摄

““春之声春之声””
20242024高平新年音乐会精彩亮相高平新年音乐会精彩亮相

本报太原1月3日讯（记者 王佳
丽）近日，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医保
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动能力
鉴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进一步细化劳动能力鉴定工作规程
和工作方案，做到劳动能力鉴定受理、现
场鉴定和做出结论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通知》从细化强化鉴定标准、规范鉴
定程序、专家队伍建设、档案管理、信息比
对、监督机制等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强劳动
能力鉴定规范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适用《劳动
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
级》。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鉴定适用《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
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
各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
的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地作出鉴定结
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不得随意
扩大工伤认定决定书中载明的受伤部
位、伤情范围。我省将结合工作实际适

时开展鉴定专家培训，鉴定专家动态管
理，加强对鉴定专家的考核和考评工
作。与此同时，完善劳动能力鉴定档
案管理，实现档案和业务一体化，确保
档案管理工作全面、准确、规范。实现
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流程电子化闭环，
做到鉴定全流程、各环节可留痕、可监
督、可追溯的信息化应用。各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医疗保障、医
疗机构等部门单位加强医疗信息共享，
建立就医信息比对通道。

《通知》要求，加强鉴定风险防控。
切实加强劳动能力鉴定廉政建设，把纪
律挺在前面，加强警示教育，以案为鉴、
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廉洁意识、底线意
识，坚决杜绝虚假鉴定人情鉴定。强化
鉴定监督机制。主动邀请纪检监察部
门、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对劳动能力
鉴定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强化对参
与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相关人员及单位
的责任追究机制。

省人社厅等三部门发文要求

进一步规范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
族的希望。近日，省检察院举办省
域未成年人检察品牌“携手共晋”发
布会，介绍了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品
牌建设情况，并发布了品牌标识和品
牌形象。

11年探索发展，形成全省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矩阵

“我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自2012
年12月省检察院单设机构以来，经过
11年的探索发展，已成为全省检察机
关一项独具特色、亮点纷呈的重要业
务，成为‘四大检察’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发挥了积极作用。”省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赵雅清在发布会上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
更好引领新时代山西未检工作高质
量发展，2023年年初，省检察院部署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一院一品牌”创
建活动，目的就是以品牌建设助推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为
人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检察产品。

多年来，省检察院持续推动创新
发展。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具有
地方特色、有利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措施做法，不断创
特色、育亮点、铸优势，形成12个市分
院、120个基层院全覆盖的全省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品牌矩阵，17个集体获
得省级以上荣誉，塑造了一批符合新
时代未成年人保护要求，特色鲜明、
内涵丰富的未检品牌形象。

融合三晋文化特色，推出
省域未检工作品牌“携手共晋”

省检察院持续推动综合履职强
化品牌影响。赵雅清表示，全省检察
机关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检察职能，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案件1945件，多渠道救助未成

年被害人705人次，全方位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综合履职率进入全国
第一方阵。

与此同时，省检察院持续推动融
合发力打造品牌联盟，主动与相关部
门强化沟通协作、凝聚保护共识，持
续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校园欺凌
治理、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家庭
教育指导等工作，深挖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案件背后的根源问题，助推家
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形成

“化学反应”，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此次省检察院凝练优秀检察文
化理念，融合三晋文化特色，推出省
域未检工作品牌“携手共晋”，并出台

《关于高质量打造省域未检品牌“携
手共晋”的实施意见》，以期更好地凝
聚检察力量、引领检察实践、展现检
察形象，推动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省检察机关十佳未检
品牌”新鲜出炉

在发布会上开展的第一届全省
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十佳品牌评
选活动中，15个市县检察院通过品牌
介绍、工作总结等环节，进行了全面
展示。

最终，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检察院
静芳工作室、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太
阳花、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南针、长
治市人民检察院四季花、晋中市人
民检察院牵手、长子县人民检察院
精卫、阳泉市人民检察院蒲公英、平
遥县人民检察院梅姐护蕾工作室、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
院益心护未、侯马市人民检察院寻
真护未 10 个品牌获评“全省检察机
关十佳未检品牌”。吕梁市人民检
察院“沐春”、五台县人民检察院金
莲花、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检察院彩
新星工作室、阳城县人民检察院阳
心园、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检察院朔
城心语5个品牌获评“全省检察机关
优秀未检品牌”。

为了祖国未来
和 民 族 希 望

——省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品牌“携手共晋”发布记
本报记者 王佳

本报太原 1 月 3 日讯（记
者 栗美霞）日前，文旅部公布
第三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
单，我省太原市晋源区太原古县
城十字街、平遥县又见平遥文化
产 业 园 区 印 象 新 街 两 街 区 在
列。至此，山西省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增至5个。

根据《旅游休闲街区等级
划分》行业标准，第三批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认定对象为具有
鲜明的文化主题和地域特色，
具备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旅
游公共服务等功能，融合观光、
餐饮、娱乐、购物、住宿、休闲
等业态，能够满足游客和本地
居民游览、休闲等需求的城镇
内街区。

太原市晋源区太原古县城
十字街是古县城最主要也最宽
敞的街道。东、西、南、北四条大
街在县城中心相交，东西长约
1100 米，南北宽约 700 米。南街
以非遗文创、博物馆、展馆为主，
北街主要是山西的特色小吃，东
街是文庙、进士第、县衙等历史
文化景点，西街则以休闲、休憩
为主。

平遥县又见平遥文化产业
园 区 印 象 新 街 依 托 平 遥 古 城
2800年人文底蕴以及丰富的文
化资源，再现平遥历史建筑风
貌，展示古城人文特色，传承
传统文化，体现民族文化瑰宝，
传递历史美感和传统价值。通
过艺术手法，营造民国风情的休
闲氛围，打造适合游客感知、体验、生活的可触性旅游生活体验
园区。

据悉，在前两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中，山西共有3个
街区上榜，分别为忻州市忻府区古城文旅休闲生活街区、太原
市迎泽区钟楼步行街、运城市盐湖区岚山根·运城印象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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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运城1月3日讯（记
者 李若男 通讯员 陈泽
鹏 张治国）记者从运城海关
获悉，2023 年 11 月份，运城市
进出口总值11.6亿元，同比增长
126.8%，刷新单月增速最高纪
录。其中，进口7.8亿元，增长
412%；出口3.8亿元，增长6.9%。

据了解，拉动增长的主要
商品包括进口铜矿砂6.3亿元、
增长618.2%，进口锰矿砂7190
万元、2022 年无进口，出口镁
锭 9473 万元、增长 18%，出口
碳黑5138万元、增长17.8%，出
口棉布2794万元、增长75.7%。

2023 年 1-11 月份，运城

外贸回稳向好，特别是跨境电
商、果蔬罐头、汽车制造、加工
贸易等表现抢眼。全市备案
跨境电商企业56家，跨境电商
出口贸易额823万元，主要产
品包括果蔬罐头、棕刚玉、鲜
枣等，合计占比87.2%；全市自
营出口果蔬罐头2387吨，同比
增长76.9%；全市出口汽车7.9
亿元，同比增长 136.8%，累计
出口全球37个国家。其中，电
动载人汽车5043万元，同比增
长14.8倍；全市加工贸易进口
备案金额461.4万美元，同比增
长 217.5%。进口原材料金额
206万美元，同比增长90.9%。

去年11月份运城进出口总值增幅创新高
同比劲增126.8%

本报临汾1月3日讯（记
者 张文华）2023 年 12 月 30
日，伴随着火车鸣笛声响起，
由山西方略保税物流中心发
往俄罗斯的中欧班列缓缓驶
离站台。这是临汾开出的首
列中国—俄罗斯班列，也是
我省2023年开出的第95列中
欧班列。

该趟班列满载挖掘装载
机、陶瓷洁具、汽车玻璃升降
器、童鞋等货物，经阿拉山口
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
行驶约 15 天后抵达俄罗斯。
班列采用标准集装箱运输，
充分发挥沿线各国检查检疫

协作机制优势，以其速度快、
安全性高的特性，大大节省
了运行成本和时间，为临汾
市外贸企业打通了对俄出口
新通道。

为保障班列开行，临汾海
关组建通关业务保障专班，紧
密对接班列运营单位和铁路
部门，提前介入并进行分析研
判，实行“7×24 小时”预约通
关，优化通关作业，及时安排
关员在方略保税物流中心实
施验放作业，提高班列在保税
物流中心的验放效率，在确保
监管到位的同时实现了快速
通关。

临汾首列中国—俄罗斯班列鸣笛启程
为该市外贸企业打开出口新通道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