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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本报太原8月11日讯（记者 马
永亮）人行山西省分行近日公布的《山
西省金融运行报告（2024）》显示，近年
来，我省金融机构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切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持续
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工作机制，协
同推进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发展，有力
支持全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明显
成效。

绿色信贷保持高速增长，规模占比
不断提升。截至 2023 年末，全省绿色
贷款余额 5027 亿元，同比增长 35.4%，
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4.1个百分点；绿色
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
12.0%，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从投向
看，清洁能源产业贷款、基础设施绿色
升级贷款、节能环保产业贷款、生态环
境产业贷款余额占比分别为 50.6%、
30.6%、11.0%、5.8%。

货币政策工具、绿色金融评价等作
用明显，金融支持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力
度增强。截至2023年末，全省金融机构

累计为73家企业发放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领域贷款295亿元，为223家企业发放
碳减排贷款343亿元。自2021年以来，
全省按照“额度优先、程序优先”原则，累
计办理“绿票通”再贴现业务78亿元。

绿色金融、转型金融产品创新活
跃，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在绿色金融
方面，金融机构开展排污权、碳排放权

等环境权益质押贷款创新，研发“合同
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生态修
复贷”等创新产品，帮助企业通过绿色
债务融资工具融资，累计支持省内企业
发行绿色债券95.3亿元。此外，省内保
险、基金等领域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设
立山西省能源转型发展基金 50 亿元、
煤炭清洁利用投资基金100亿元，创新

研发风电光伏发电和新材料应用等专
属险种。在转型金融方面，产品创新主
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挂钩类贷款、债券
等。截至 2023 年末，推动落地可持续
发展挂钩贷款36亿元，公正转型贷款1
亿元；辖内企业发行低碳转型挂钩债券
5亿元，可持续发展挂钩债权融资计划
15亿元。

人行山西省分行公布的报告显示

金融向“绿”助推山西低碳转型成效明显
截至2023年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为5027亿元，同比增长35.4%

数字经济

本报太原8月11日讯（记者 马
永亮）人行山西省分行近日公布的《山
西省金融运行报告（2024）》显示，2023
年，我省保险业服务保障功能不断增
强，累计提供风险保障96.9万亿元，同
比增长28.6%。赔付支出370亿元，同
比增长12.3%。

相关数据还显示，2023年，山西省
保险业全年“惠商保”为全省200万个
体工商户提供风险保障2.4万亿元，已
赔付4711万元；“晋惠保”“晋康保”累
计承保148万人次；大病保险覆盖2386
万人，赔付19亿元。

同时，山西保险业保费收入也快

速增长。截至2023年末，总部设在山
西省的保险公司有1家、保险公司分支
机构53家，与上年持平。其中，财产险
公司分支机构27家，寿险公司分支机
构26家。2023年，全省原保险保费收
入1107亿元，同比增长9.3%，较上年提
高7.7个百分点。

我省保险业服务保障功能不断增强
去年提供风险保障96.9万亿元，同比增28.6%；赔付支出370亿元，同比增12.3%

记者观察

近日，在定襄县智村村民郭丑利
家的玉米地里，一大片玉米长势喜
人。“今年用上了高强度地膜，效果真
的不一样！”郭丑利说。

今年，定襄县在主要粮食作物种
植过程中，积极利用“新材料”。通过
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为农作物
穿上“防护服”，在有效增加作物抗旱
能力的同时，为粮食丰产打下了强有
力的基础。

今年，郭丑利家种植了500亩玉
米。作为2024年定襄县有机旱作农
业核心示范田，他家的玉米地全部
应用了加厚高强度地膜。该地膜的
应用不仅保证了玉米出苗率、抑制

了膜下杂草的生长，还较好地提高
了土壤的保湿保温性能，降低了灌
溉成本。郭丑利告诉记者：“不久
前，高温干旱天气持续，我家的玉米
地就因为使用了加厚高度地膜，节
约了5%的灌溉成本。”

进入中伏，高温、降水天气轮番
“登场”，也给农作物生长带来考验。7
月31日，定襄县普降中到大雨。8月1
日一早，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技术
人员贾明山就来到季庄镇邱村的农田

中，查看谷子的生长情况。
“这种加厚高强度地膜比普通地

膜的厚度增加了0.005毫米。可别小
看这一点点厚度，它不仅增加了地膜
的韧性，还具有耐老化、易回收、有效
覆盖使用时间长等优点，能起到改善
土壤保墒的效果，以应对一些特殊天
气。”贾明山说。

定襄县积极推广“新材料”，打造
绿色循环农业产业，让先进技术应用
到农业产业一线，让广大农民感受到

科技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上
“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记者了解到，
今年，该县农技部门共在全县推广使
用加厚高强度地膜3万亩。

加厚高强度地膜应用，对该县的
有机旱作农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
作用。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郭
文柱表示，通过观察和调研，这种地
膜在保温保湿、抗旱防草等方面的优
势明显，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作物
的产量。

定襄：农田里用上了“新材料”
本报记者 畅雪 通讯员 张玉虎

2018年举办的“平遥中国年”活动
让不少人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当届新
增的重要活动——平遥赏灯会，给来平
遥感受中国年的游客留下了深刻印
象。横坡村作为平遥赏灯会的举办地，
素有“平遥后花园”之称，也由此进入人
们的视野。

千年古村从沉睡中觉醒
横坡村位于平遥古城南 15 公里

处，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
村里古迹众多，以明清时期的窑洞古
院落为主，最典型的就是村中曾经的
姚、郭、李、张四大家族的窑洞院落，其
根据姓氏聚居、依山就势的特殊居住
形态和院落布局，充分展现出黄土高
原丘陵山区土窑洞的特色，是山西窑
洞的杰出代表之一。

此外，风格不一的砖窑洞和四合
院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古道、古巷、古庙
宇，组成的一片颇具特色的古建筑群，
昭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和富有。

然而，曾经繁华的古村落如今已沦
落为村民吃水难、用电难、出行难的“三
难村”。

随着平遥古城旅游业的兴起，让近
在咫尺的横坡村不甘落后。从2000年
到 2019 年，历任村“两委”干部筹措资
金，修桥铺路、安装路灯、打井、铺管道，
全面实施“绿化、硬化、亮化、净化”工
程，极大地改善了村容村貌。

如今，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提升，让
横坡村大变样。

联手平遥煤化集团实现涅槃重生
从横坡村走出来的郭兴银，是平

遥县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平遥煤
化集团的董事长。为助力家乡发展，
让横坡这个千年古村落再次振兴，郭兴
银为此下了不少功夫。

平遥煤化集团投入大量资金，对横
坡村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开发。2011
年，横坡村联手平遥煤化集团，与农户深
度合作，把农村闲置的旧窑洞通过置换、
租赁等方式进行收购，并邀请中央美院、
西安美院、太原理工大学等专家团队对

其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已开发出来10
座院落、80 孔窑洞。这些特色窑洞旅
店，成为横坡村特色旅游致富的新引擎，
千年古村自此走上全面振兴道路。

如今，横坡古村旅游度假区已经辐
射丘陵山区 15 平方公里，占地面积
21000亩，是集生态休闲观光、文化科普
传播、产业经济示范、古院落保护与开
发为一体的“省级休闲旅游度假区”。
横坡村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文
明村”“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国家森林乡村”等。
不仅如此，横坡村和平遥煤化集团

联手开发生态庄园。企业以资金和管
理入股，村集体和村民以资源入股，联
合组建峰硕合作社，实施生态庄园开发
项目，形成“龙头企业+集体+农户”的
发展模式。

目前，横坡村生态庄园项目已打
造林果采摘体验区、黄土风情生态景
观区、军事拓展体验区、古村窑洞文
化体验区、民俗风情体验区等 10 个
各具特色的功能区，形成集田园观
光、农耕采摘、亲子研学、住宿餐饮、
特产销售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庄
园。截至目前，该庄园已累计接待游
客 2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4000 万元。

乡村幸福生活由此出发
“坐游览车一路行至丘陵高处，

俯瞰 4000 多亩的生态采摘园，顿觉心
旷神怡。在这里一边采摘一边欣赏，
尽情享受这一刻的幸福！”太原游客
董女士和家人来到横坡村度假，谈起
这几天的感受滔滔不绝，“村口庆丰
楼的农家饭是我们吃过最地道的农
家饭。食材干净新鲜，都是当地村民
自家种植、养殖的，尤其茵陈，是每年
3 月村民们从野地里采摘回来的，清
洗干净后冷藏起来，做成拔烂子特别
稀罕、特别好吃！”

乡村旅游的发展也为横坡村村民
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

“以前我在外地打工，辛苦一年也
挣不了多少钱。如今，我在家门口就能
找到工作，收入比之前多，还能照顾好
家里。”村民耿香娥说。

村民生活越来越好，更坚定了村干
部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的信心。

横坡村村集体因地制宜发展养殖
业，成立峰威养殖专业合作社，涉及养
殖、种植、汽车运输等行业。合作社坚
持公司化运营，收益 60%用于农户分
红，40%用于村集体经济积累。

“如今，我的三个女儿，两个已经大
学毕业。入股合作社每年都有分红，收

入增加了，生活越来越有奔头。”村民于
明亮说。作为脱贫户，村委会还特别给
他安排了一份月收入 1500 元的工作，
这让他又增加了一份收入。

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峰威养殖
专业合作社已吸收农户364户，资产达
1658.2万元，累计分红1265万元。

“借力‘平遥中国年’‘平遥国际摄影
大展’等‘东风’，我们举办了平遥中国年
横坡古村春节赏灯会，承办了国际摄影
大展采风活动，连续举办了9届平遥美
丽乡村文化节，并开通微信、抖音等自媒
体账号等，不断叫响‘横坡古村’文化旅
游品牌。”郭兴银对横坡村的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提升完善
自己，让横坡古村搭乘平遥文旅这艘巨
轮走得更远，倾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先
行示范区。”

据了解，2023年，横坡村集体经济
收入 126 万元，人均收入 36500 元。全
村95%的家庭在城镇有了楼房，93%的
家庭有了小轿车，90%的家庭有6位数
存款。

有一种幸福叫——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现如今，村民们不出
村就过上了打工领工资、土地领租金、过
节领福利、年终领分红的幸福生活。

唱得幸福落满坡，在平遥县横坡
村，这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唱唱得幸福落满坡得幸福落满坡
——平遥横坡古村采访记平遥横坡古村采访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郝光郝光明明

本报太原 8月 11 日讯（记者
栗美霞）为进一步激励全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干事创业积
极性，日前，文旅部网站公示全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名单。经组织推荐、
评选等环节，共评选出全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100
个、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先进个人200人。其中，山西共有4
个集体、8名个人入选。

公示名单中，山西省祁县红
海玻璃有限公司、孝义市皮影木
偶剧团演出有限公司、运城市解
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朔州市平
鲁区文化和旅游局 4 单位拟入选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
进集体；山西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
名誉董事长郭俊陆，忻州市旅游服
务中心副主任郝瑞旭，运城市文化
馆副馆长、研究馆员李筠霞，临汾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田龙，晋城市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晋城市上党梆子传习
所所长、一级演员陈素琴，省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阳泉市贾更新
响搨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更
新，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
主任、副研究馆员霍文忠，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长子县文化
馆三级演员刘引红 8 人拟入选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先进个人。

2023 年 11 月，文旅部发布通知，决定评选表彰一批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按照要求，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须自
2018 年以来在非遗调查记录、保护传承、研究管理、宣传
展示等方面成绩显著，具有先进性、典型性、代表性，在
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
个人须从事非遗保护相关工作 5 年以上，2018 年以来在
非遗调查记录、保护传承、研究管理、宣传展示等方面成
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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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8月11日讯
（实习记者 韩潇）8 月 9
日，由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办，山西乡村振兴学会联
合体、省专家学者协会、山
西农业大学期刊中心、山西
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
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院承办的“城乡融合、向新
而行”全国乡村振兴专家稻
田公园论坛在太原市稻田
公园举行。

据了解，本次论坛是集
聚专家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旨在探
索乡村振兴的新机制、新途
径，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
高水平的、具有示范效应的
学术成果，助力我省乡村全
面振兴。

论坛会上，在主旨报
告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
立以《城乡中国与城乡融
合》为题，介绍了“在乡村
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中
城乡中国与城乡融合的丰

硕成果，全面阐述了我国
由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
历史性转变。其中，周立
在报告中通过对“两山”

“两化”与“千万工程”的精
准解读，特别是关于强人
强村富民的一系列论述及
大量实例，为山西农文旅
结合及城乡融合发展、全
面实现乡村振兴提出了新
思路。

在沙龙对话环节，6 位
专家学者以“在山西，我们
发现了什么”为主线，结合
实地调研成果，围绕山西自
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禀赋、城
乡融合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瓶颈及路径探索等内容进
行了阐述分享。

此外，省专家学者协
会及山西乡村振兴学会联
合体还为稻田公园授牌，
集聚专家智慧力量，共同
打造“院士专家会客厅”和

“农文旅融合实践基地”，
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驶上
快车道。

以“城乡融合 向新而行”为主题

全国乡村振兴专家稻田公园论坛在并举行

本报运城8月11日讯
（记者 杨永生）近日，在教
育部主办的第二十五届全
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
活动中，临猗县示范小学范
悦瑶和临猗二中张家鸣同
学获得创意智造类的最高
奖项“创新之星”称号。这
是我省分别在小学组、初中
组中唯一获此称号的两名
学生。

据了解，此次比赛旨
在 进 一 步 普 及 信 息 技 术
教育，提升中小学学生信
息 化 应 用 能 力 和 创 新 能

力 。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2000
余 名 中 小 学 生 及 信 息 素
养 领 域 专 家 教 师 共 同 参
与，在互动交流中感受科
技魅力。

近年来，临猗县高度
重 视 学 生 科 学 素 养 的 提
升，依托学校社团和课后
托管，以中小学创客教育、
程序设计、3D 打印、机器
人、人工智能等为重点，开
设兴趣课程，明确培养重
点，靶向育人施策，全面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
能力。

在第二十五届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

临猗两学子获“创新之星”称号

本报运城8月11日讯（实习记
者 李京益）记者从运城市文旅局
获悉，近日，绛州署、龙兴寺、绛州
文庙以及中华宰相村 4 个景区加
入运城旅游年票“大家庭”。自
此，运城旅游年票签约景区总数
达到28个。

运城旅游年票是运城在发展
全域旅游过程中推出的惠民旅游
产品，面向全国游客发售。此次新
增加的4个景区均拥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是研学旅游的好去处。
新增4个景区后，年票价格仍为原

来的 128 元，且全年不限游览次
数。此外，运城旅游年票还携手29
家“美味河东”美食品鉴推介商家
推出优惠活动，即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来运游客持年票可在
美食联盟单位享受专属折扣价。

据了解，游客搜索微信公众号
“运城旅游年票”或“运城文旅”，关
注公众号后根据提示操作，即可自
助购买年票，购买成功后会收到系
统发送的提示，进景区时只需要在
验票终端刷个人身份证（未成年人
出示户口簿）即可。

运城新增4个旅游年票签约景区
游客持该年票可在美食联盟单位享受专属折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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