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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乡村露营地享受“清凉一夏”，到
夜市里品尝各色美食小吃，去体验各地
特色民俗和非遗技艺……入夏以来，伴
随气温升高，文旅市场的热度与民众出
游的热情逐渐高涨。

顺应文旅市场消费新变化新趋势,
我省各地文旅部门纷纷推出“量身定
制”的贴心服务，一些推陈出新的新玩
法、新场景以及融合购物、饮食、住宿、
文化、娱乐等多元消费的新业态，满足
了游客多元消费需求，展示出我省各地
文旅产业持续发展的势头。

在传统观光旅游已经难以满足旅
游者消费需求的时代，人们更期待在
旅游过程中感受文化熏陶，满足乡愁
情怀。传统技艺、民俗文化、民族节
庆，独具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让游客
耳目一新。非遗旅游景区、非遗旅游
小镇、非遗旅游街区不断涌现，成为游
客专程前往的新兴旅游目的地。

伴随着剪纸、漆画、木雕等多个非
遗项目入驻，太原市小店区刘家堡乡刘
家堡村凭借“非遗文化街”频频出圈，由
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成为热门打
卡地。

近日，记者走进刘家堡村，一座座
农家小院充满了文化气息。一项项非
遗项目在曾经闲置的老院子获得“新
生”。整个村子就像一座艺术博物馆，
让各地游客朋友在游玩古村的同时，
感受当地的古韵民风。

为打响“市井文化”这张名片，刘家
堡村还致力于发展休闲观光游，以赏花
休闲、婚庆摄影、乡村旅游为特色，既有
新型农家乐、民宿，又有牺汤、八大碗、
小店元宵、沾片子等当地特色美食。

如今，随着乡村旅游兴起和非遗文
化发展，刘家堡村逐渐成为太原市民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也成为游客了解太原
历史文化和地方美食的一个窗口。

夜间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繁荣程度映射了一座城市的
经济活跃度。

今年夏天，大阳古镇景区精心策划
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用夜景吸
引和留住客流。每当夜幕降临，古镇灯
火璀璨，街头巷尾人声鼎沸，演艺节目轮
番登场，游客在古镇避暑消夏、尽情游
玩。“演艺＋互动”的沉浸式体验，给游客
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和参与感，“复古大
剧”在街头上演，让人仿佛回到那个充满
活力与激情的时代，回忆起青春岁月里

的纯真与美好，感受最纯粹的快乐。
“夏日活动是景区探索夏日经济和

暑期市场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丰富多
样的活动和优质的服务，为游客带来难
忘的旅游体验。”大阳古镇景区总经理
张志明表示。

司徒小镇不仅是山西人的打卡地，
而且吸引着郑州的游客频频光顾。这
里建筑风格独特，古民居错落有致，每
一砖每一瓦都讲述着历史的故事。漫
步小镇街巷，你可以欣赏传统戏曲的表
演，听悠扬的曲调，感受那份深厚的文
化底蕴。而沿街的各种地方特色小吃，
更让人垂涎欲滴，每一种都充满了山西
地方风味。

夜游司徒小镇，更是别有一番风
味。夜幕徐徐降临，游客可以尽情欣赏
久负盛名的《千年铁魂》表演，也可以坐
在小酒馆里，品尝一杯山西特有的汾
酒，听一曲当地的民谣，使身心得到彻

底的放松。
除了非遗游、民俗游，一些城市的

特色街区打造的新业态也给人们带来
了新的体验。

位于大同古城和阳街南侧的东南
邑艺术中心，凭借“古城文化”和“现代
气质”的建筑造型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观光。该艺术中心还经常举办各类艺
术展览，不仅丰富了古城文化业态，
更释放了消费市场潜力、提升了城市
魅力。

在东南邑艺术街区漫步，这里不仅
有艺术装置、雕塑、画展，还有散落在街
区各个四合院中的各类主题展馆。游
客穿行其中，时不时会被映入眼帘的艺
术品惊艳。

“除了有好看的艺术展，东南邑艺
术街区还有很多充满情调的特色小店，
每家店都有成为网红打卡地的潜质。”
来自北京的游客吴先生说。

在创新消费场景方面，为顺应个性
化、多元化、主题化新消费趋势，我省各
地鼓励发展野外露营、房车营地等城乡
休闲场景，满足人民群众回归大自然的
旅游需求。

一顶顶帐篷如点点繁星，散落在
蜿蜒的桑干河畔与广阔的田野上，亲
朋好友们围炉夜话，烤串的烟雾袅袅
升起，与天边的晚霞交织成一幅温馨
的画面……夏季以来，到大同市云州
区桑干河周边的露营地，来一次吃野
炊、看星空、游火山、赏黄花的旅行，成
为周边城市游客出行的时尚之选。

近年来，大同市云州区抢抓文旅
市场机遇，利用火山群、桑干河湿地
等比较优势，积极发展“露营经济”，带
动文旅市场火起来、热起来。目前，该
区拥有各类露营基地 10 家，这些营地
每天都会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
体验。

度暑消费正当时
——我省各地营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扫描

本报记者 栗美霞

时代 征程 伟业新新 新新 新新 本报太原 7月 13 日讯（实习记
者 刘迎春）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4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小麦面积
791.85 万亩；总产 49.64 亿斤，比上年
增 加 0.22 亿 斤 ，增 长 0.45% ；单 产
626.95 斤/亩，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
加12.19斤/亩，增长1.98%。

今年我省夏粮丰收得益于多方面
因素。去年秋播以来，我省麦区土壤
墒情普遍较好，出苗整齐。开春以来
气温回升快，小麦分蘖增多，群体增
加，后期虽然有干热风天气影响，但在
积极应对防范下，对产量形成影响较
小。麦收期间的晴热天气为小麦收获
提供了良好条件。

一是我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省委农村工作
会上作出部署，多次深入一线调研指
导，分管领导组织召开全省田间管理
和春耕备耕工作视频调度会、全省积
极应对“倒春寒”工作视频调度会、全
省春季农业生产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现场推进会等会议推动工作落实。省
政府成立“三夏”生产工作专班，统筹
推进全省“三夏”生产工作。这些举措
为夏粮生产、收获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保障。二是政策支持给力。省财政安排资金8637万元，足
额保障了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农业农村部在洪洞县测
产显示，“一喷三防”作业地块单产比对照提高17%—35%；列
支专项资金建设小麦有机旱作集成技术示范区，开展整县整
建制小麦单产提升行动，辐射带动全省小麦单产水平提升。
三是指导服务有力。组织万余名农技人员在小麦生长发育
的关键期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服务。与气象部门建立会商机
制，一旦发布预警，农技人员迅速实地指导农户分区域、分苗
情做好田间管理。特别是后期为防范干热风天气，采取网格
化管理推动人员、器械、物资、资金落实到位，最大限度减轻
了干热风影响。夏收期间设立省市县24小时值班电话，保
证麦熟有机收、机到有活干，确保适时收获、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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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在昌吉州人民医院新生
儿重症医学科的保温箱里，一个小婴儿
正在酣睡。山西省儿童医院援疆医生李

海霞正在用听诊器认真倾听婴儿的呼吸
和心跳。

这个早产婴儿不久前才经历过一场
紧急抢救，用孩子父亲的话说：“小孩的命
是山西援疆医生给的。”

一场场生死攸关的“生命保卫战”，
是每个援疆医生日常工作的写照。他们
扎根在受援地医院，让新疆百姓更有“医”
靠，让晋疆友谊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

本报记者 康煜 摄

本报太原7月13日讯
（记者 张剑雯）近日，省住
建厅、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专
家对省级城市污水管网全
覆盖样板区开展竞争性评
审，最终，太原市、临汾市、
运城市、介休市、怀仁市、安
泽县、阳城县、寿阳县、蒲县
等9个市县入选省级污水管
网全覆盖样板区。

据了解，此次评审工作
重点围绕黄河流域市县展
开，要求各地以问题与目标
为双导向，结合排水管网本
底调查情况，制定城市污水
处理系统总体布局、污水收

集空白区管网建设、城市老
旧管网更新改造等方面系统
建设方案。根据城市实际，
有针对性地对老化严重、破
损严重等设施进行更新改
造，实施清污分流。

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
样板区建设工作，是我省推
动水环境治理、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评审
过程中，省住建厅和省生态
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强化系统性建设，确保工程
实施后能够达到预期标准，
整体提升城市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效能。

经省住建厅、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专家评审

太原市等9地入选省级污水管网全覆盖样板区

扎根援疆医院
让百姓更有“医”靠

从严从实监测预警 尽心尽力防范汛情

本报太原 7 月 13 日讯（记
者 王佳丽）近日，省自然资源厅
组织召开全省汛期地质灾害防治
工作专题部署会议，要求聚焦重
点区域，深化地质灾害隐患“三
查”工作。

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
全面迅速启动汛期地质灾害隐患
专项排查，要采取超常措施，落实
排查责任，及时发现和掌握隐患点
变化情况，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
区，坚决不放过任何一处风险隐
患。排查结果要及时分类处置，明
确责任人，纳入隐患点数据库实行
常态化管理，做到“应查尽查、应进
则进、动态调整、动态管理”。

会议提出，要发挥科技优势，
强化监测预警和培训演练工作。
加强汛期监测设备的在线监测、
运行维护和预警处置，确保设备
的完好率、在线率和预警响应率，
切实发挥“人防+技防”实效。对
重要隐患点加密巡查监测预警频

率，确保抢险救灾工作高效运
行。强化地质灾害防治人员培训
工作，全面部署、全时调度、全员
参战、全力防范，不断提升履职尽
责、监测监控和预警预报能力。

同时落实值班制度，及时有效掌
握应对灾（险）情防范。

会议要求，加快国债项目实
施，提升综合防治体系防灾减灾能
力。对于已经开工的项目，要抓好

进度，按照项目规划，精心抓好组
织实施，足额保障项目建设所需资
金，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对于进
展缓慢的项目，要积极协调解决问
题，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

全省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专题部署会议要求

聚焦重点区域 深化地质灾害隐患“三查”工作

本报太原 7 月 13 日讯（记
者 郝薇）近日，全省暑期汛期特
种设备安全监管会议暨第三季度
安全例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
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会议和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暑期汛期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全
省特种设备安全形势，部署暑期汛

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安
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增强
做好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要紧盯事故多发易发
的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设
备，督促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
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应急

救援演练，落实应急值守制度。要
学好用好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标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持续推进燃气安全、大型游
乐设施专项整治，切实防范化解重
大安全风险，推动全省特种设备安
全形势稳中向好。

全省暑期汛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会议提出

紧盯重点 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在黎城县晋道房车露营地，各类露营设施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本报记者 栗美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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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征程上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