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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治讯 为进一步做好存
款保险宣传工作，推动存款保险立法
保障的理念深入人心，日前，武乡农
商银行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扎实
开展了存款保险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该行立足营业厅阵

地，设立咨询台，摆放存款保险宣
传折页，在客户办理业务之际，安
排专人积极主动向客户讲解存款
保险知识，耐心解答存款保险系列
问题；同时，利用电子显示屏滚动
播放“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

款”等宣传标语，营造浓厚的宣传
氛围。

此外，各网点结合自身特点，开
展以“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市
场”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外拓人员向
来往群众细致讲解存款保险的意
义、保障范围、偿付限额等内容，真
正做到让公众听得懂、记得住，不断
延伸宣传触角，提高大家对存款保
险的认知度和金融素养，取得了良
好宣传效果。 （张霞）

武乡农商银行

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存款保险知识

10月14日，盂县农商银行举行“盂你同
行·携手共进”团队趣味比赛活动决赛及颁
奖仪式。总行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各部室、
基层各机构负责人及决赛参赛队员共计80
余人参加。

通过此次团队趣味比赛活动，该行干
部职工充分展示了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攻坚克难、敢打敢
拼的精气神，增强了团队战斗力和集体荣
誉感。参赛员工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必将把比赛中的团队协作精神转化为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的昂扬斗志，以更大的
拼劲和闯劲提升全行市场拓展能力、转型
提质能力、增盈创利能力，为决战决胜全年
工作目标，推动全行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陈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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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治讯 10月17日，国网长治市
上党区供电公司三楼会议室内，一场紧张而
有序的雨雪冰冻应急演练桌面推演正在如
火如荼进行。

演练模拟在持续雨雪冰冻天气下，
10kV 北宋 881 线路倒杆断线、设备故障，
致使全线停电的紧急情况。上党区供电
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10kV线路拉
手互供、发电车接入、无人机巡检、事故抢
修等手段，迅速完成故障隔离与处置，恢
复电力供应。演练过程组织严密、流程严
谨，指挥高效、措施得当，充分展现电网企
业的责任担当和应急处置能力。

下一步，该公司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应
急演练，充分利用应急指挥系统，健全各
项预案体系，强化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全
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做好电力保供
工作。 （王兆娜）

国网长治市上党区供电公司

开展雨雪冰冻应急演练活动开展雨雪冰冻应急演练活动

沃野流金时，丰收欢歌起。微风拂过广
袤无垠的田野，从黄河流域到汾河两岸，从
太行山到吕梁山脉，从塞外雁北到河东盆
地，三晋大地处处充盈着丰收的喜悦。这

“丰”景的背后离不开山西省农商银行的金
融支持。

近年来，山西省农商银行持续加大涉农
贷款投放力度，为农惠农支农，为“三农”经
济发展施足底肥、备足底料。截至8月末，
该行各项贷款余额8726.63亿元。其中，涉
农及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7264.34亿元，普
惠型涉农贷款余额2323.42亿元。

秋风起 瓜果香

“你看我这树上的石榴，又大又好，今年
收成不错！”张大哥乐呵呵地说道，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在临猗县临晋镇江石榴种
植园里，一排排石榴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
在石榴丛中，忙着采摘、装箱后发往各地，一
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临晋镇地处二坡台垣，峨眉环抱，避
风向阳，土地肥沃，水质甘甜，极宜石榴
生长。经过多年发展，这里已经成为集
种植销售、田园采摘、盆景栽培、观光休
闲于一体的江石榴种植基地，石榴种植
面积 5000 余亩，每亩石榴产量达 400 公斤
左右，年销售收入 7000 余万元，也带动了
周边百姓增收致富。

这喜获丰收的背后，离不开临猗农商
银行的长期支持。截至目前，该行依托辖
内产业优势，投放涉农贷款8.95亿元，以金
融“活水”浇灌特色产业，让当地百姓的钱
袋子一年比一年鼓。

万荣县地处运城黄河金三角，是世界
上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在该县高品质苹
果种植“核心区”高村镇一处“三新”示范
园区，红彤彤的苹果像一个个红灯笼挂
在枝头，惹人喜爱。

“咱家的苹果着色好、果面光，口感更是
一绝。你看，这摞单子都是外地果商前期预
订的。”提起自家的苹果，果农宁大哥非常自
豪，“我这种植面积这么大，真离不开万荣农
商银行的支持！”一说起苹果的事，宁大哥就
打开了话匣子。

宁大哥家里有20亩苹果树，每年5月下

旬开始给苹果套模袋，一个月后套纸袋，到
了9月下旬又开始卸纸袋，仅购买果袋和雇
佣工人就是一笔不菲的投资。在他为资金
发愁时，万荣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向他介绍
了“晋享e贷”。在该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宁大哥成功贷到20万元。

“再有十来天，这苹果就能采摘了，一亩
能下果4000多公斤，按市场行情，今年保守
估计收入15万元。”宁大哥乐呵呵地介绍道。

据悉，近年来，万荣农商银行紧跟苹果
产业节奏调整金融供给，推出了一系列切实
举措，助力万荣苹果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

“致富果”。截至8月末，该行投放果业贷款
6663户、12.81亿元。

隰县不止有小西天景区，还有脆甜多汁
的玉露香梨，是全国玉露香梨发展面积最大、
产量最高的县，更被称为“中国香梨第一
县”。在该县的百亩梨园，满园的梨香扑面而
来，红绿相间的玉露香梨压满枝头，格外喜
人，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个人脸上
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隰县农商银行紧紧围绕玉露香
梨特色产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
振兴，创新梨果信贷产品，把金融服务贯穿
于玉露香梨管理销售各个环节，今年新投放

“梨商通”仓单质押贷款12户、4530万元，助
力全县发展玉露香梨种植面积 23 万亩，产
量3000万公斤，总产值达3亿元，“贷”动玉
露香梨托起8万农民小康梦。

杂粮丰 笑颜展

“金珠子，金珠王，金珠不换沁州黄。”沁
县古为沁州，“沁州黄”是这里出产的一种小
米，颗粒小，金黄色，被当地人称为“金珠
子”。沁县地处太行山深处，古语云：“万峰
环列，气候早寒”。这特殊的地理、气候条
件，特别适宜于谷子的生长发育。“沁州黄”
小米的发展壮大不仅胜在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更得益于沁县农商银行几十年来一如
既往的金融支持。

“沁县农商银行既为我们提供信贷资
金，又为我们的发展出谋划策。现在，我们
生产的‘沁州黄’小米已成为一张响当当的
名片，现在都卖到了加拿大！”沁州黄集团负
责人骄傲地说。

南有“沁州黄”，北有“东方亮”。广灵
的“东方亮”小米，原名“御米”，为明清两朝
的“贡米”，色泽亮黄、口感软绵、营养丰富、
历史悠久，早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就被选为专供产品，
2023 年还被选取 5 个谷子品种的优质种
子，与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一同“飞天”上
太空“修炼”。

走进广灵县宜兴乡三间房村，金灿灿
的谷子一眼望不到边，沉甸甸的谷穗压弯
了腰，满眼金黄，满鼻飘香。“你看看我这
谷子，金灿灿的，颗颗饱满，今年收入又差
不了！”种植户张恒泰看着长势喜人的谷
子，饱经沧桑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更
是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这可多亏了广灵
农商银行，给了咱种的动力，乡亲们全指着
小米致富呢。”

云中大地“金浪”起，又到一年丰收季。
云州的小黄花，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大产业，

“花”样经济，美了乡村，富了农民，当地政府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云州农商银
行持续加大金融供给，针对黄花生产的全产
业链，加大信贷投放，大力扶持黄花深加工
龙头企业发展，全面加快研发“黄花菜酱”

“黄花啤酒”“黄花月饼”等高附加值产品，让
黄花上得了养生餐桌、进得了国际专列，切
实做优做大黄花大产业。目前，全市黄花种
植面积稳定在 26.5 万亩，单体面积全国最
大，已开发出菜品、食品、饮品、化妆品、功能
产品、文创产品六大系列 130 多种黄花产
品，黄花全产业链产值超40亿元，带动农户
人均增收5200元，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联动、
文旅融合的黄花产业发展新格局。

田野稻花香，渐知秋实美。山西省农商
银行将继续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指导辖内机构提升金融服务，加
大金融供给，创新金融产品，描绘好新时代

“三农”工作新画卷，让三晋大地处处都是
“秋收满仓尽黄金”的好“丰”景！

山西省农商银行山西省农商银行：：以金融之笔描绘三晋以金融之笔描绘三晋““丰丰””景景
■■ 李明辉李明辉 李亚森李亚森

本报长治讯 近日，国网
沁县供电公司太行黎明共产
党员服务队尧山供电所小分
队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电力防外破宣传活动，全力
筑牢秋收期间电力设施安全
防护屏障。

为保障秋季农业生产用
电安全，更好服务广大农民
秋收，沁县供电公司积极组
织工作人员对涉农线路、设
备进行全方位“诊断”，对农
户秋收用电设备进行安全隐
患排查，及时消除设备隐患，
防患于未然。

结合“网格化管理”，对重
点隐患地段，安排专人进行蹲
守、看守，并制订应急预案，规

范抢修、预警、装备配置和备品
备件储备等各项准备工作，24
小时保持通信畅通，做好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

针对线路周边发现的隐患
点及特殊区段，加大巡视力度，
逐一梳理可能引起外破的潜在
风险点，及时组织治理、清理、
加固易造成异物搭挂的物品，
确保线路通道安全。

同时，该公司工作人员还
对田间电杆拉线及电杆加装反
光贴、防撞墩，粘贴警示标识，
防止收割机等大型农业生产机
械误碰电杆和拉线，并对农田
上空的线路弧垂进行测量，对
不符合安全距离的及时调整。

（武杰 张玉林）

国网沁县供电公司

全力筑牢秋收期间电力设施安全防护屏障全力筑牢秋收期间电力设施安全防护屏障
本报大同讯 近日，在 10kV 东

水线网改施工现场，国网浑源供电公
司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地进行更换绝缘
导线、加装断路器等配网改造工作。
这是该公司攻坚配网建设，提升区域
供电可靠性的一个缩影。

为保证此次网改工程取得实效，该
公司工作人员结合以往记录和工作难
点、重点，提前对现场进行勘察，全面收
集缺陷隐患数据，把握危险点控制措
施，为其量身打造合理的改造方案。

在现场，20余名施工人员在多个

作业点同时开工，杆上杆下施工人员
相互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进行。一旁
还有布控球机和安全督查人员，严格
把控现场作业安全关、质量关，保障
工程顺利进行。

新建 10kV 东水线更换一档接
续线、接引项目的顺利完成，将从
根本上改善区域内供电线路网架
薄弱环节，提高线路承载能力，为
区域居民在度冬用电高峰期增添
一份保障。 （李文成）

国网浑源供电公司

推动配网升级改造推动配网升级改造 提高线路承载能力提高线路承载能力

本报太原讯 为教育引导
广大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初心使命、顽强拼搏进取，
近日，山西省煤炭地质水文勘
查研究院有限公司纪委组织公
司青年干部集体观看廉政警示
教育片。

影片中，一个个鲜活的案
例、一句句深刻的忏悔，给在场
的每一位青年干部带来了心灵
上的洗礼，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观看结束后，大家一致表

示，这部警示教育片给大家带
来了极大的触动。大家深刻认
识到，作为新时代的年轻干部，
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今
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将严肃工
作纪律，恪尽职守，进一步巩固
思想防线。同时，也将保持昂
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踏实肯干
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严守规
矩，端正作风、提升境界，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和力量。 （杨紫婷）

省煤炭地质水文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纪委

组织青年干部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组织青年干部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

本报忻州讯 一根绳拧着
一股劲，连着一条心。近日，为
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升
职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轩岗
煤电公司各基层单位组织举办

“平安杯”员工拔河比赛，广大
干部职工以高度的热情参与此
次活动。

比赛前，焦家寨矿各部室、
区队组成的16支队伍早已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领队和队员们
秘密策划着战略战术，演练着
站姿；梨园河矿体育馆内，来自
各党支部的 20 支队伍精神抖
擞、斗志昂扬。

比赛中，参赛队员们顽强
拼搏、不畏强手，锐意进取的精

神风貌在长绳两端体现得淋漓
尽致。

“这场比赛让我们体验到
了团队的力量，比赛不仅锻炼
了身体，也加深了同事之间的
感情，增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焦家寨矿综采一队的参赛职工
说道。

比赛结束后，焦家寨矿和
梨园河矿分别为获得前三名的
区队颁发奖杯和奖品。此次拔
河比赛的成功举行，展现了轩
岗煤电公司职工“能吃苦、能战
斗”的奋斗精神，在全公司范围
内形成了崇尚健康、追求文明、
坚定信念的良好氛围。

（郑雪芹）

轩岗煤电公司轩岗煤电公司

组织基层员工参加组织基层员工参加““平安杯平安杯””拔河比赛拔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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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吕梁讯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
一步激发乡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连
日来，岚县各乡镇举办消费帮扶暨农
产品展销活动。

今年以来，岚县把消费帮扶作为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制定了《岚县2024
年消费帮扶实施方案》《2024年县级层面
消费帮扶重点推进工作事项清单》，形成
了全县消费帮扶工作的相应落实机制，
充分调动县直相关单位和乡镇、驻村帮

扶单位及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畅通帮扶
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特色农产品名片。

坚持精准培育品牌，拓宽产品销售
渠道。积极探索提升特色农产品整体
质量，提前摸底，精选质优物美的农特
产品，严格把好产品“质量关”，不断提
升本地特色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市场
竞争力；品牌化塑造特色农产品，增强
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做
强做大土豆、玉米品牌，深度挖掘各乡
镇特色小杂粮系列产品、瓜果蔬菜系列
产品、畜产品以及相关食品深加工系列

产品等的深度价值；在县供销网上惠民
商城和“832”平台及时上架特色农产
品，形成“农户+合作社+平台+消费者”
的产销一体化链条。

紧抓消费帮扶机遇，积极搭建销售
平台。该县各乡镇结合本乡镇实际，围
绕各自农业主导优势，落实各项消费帮
扶措施，积极搭建展销平台，广泛动员
乡（镇）干部、驻村工作队、驻地企业等
参与到农副产品“消费扶贫”热潮之
中。同时，向社会各界发出消费帮扶倡
议，搭建微信、抖音、机关餐厅等销售平

台，通过“以买代帮、以购代销”的形式，
全面助力本乡(镇）特色农副产品走出
岚县。截至目前，各乡镇通过开展产销
对接活动，销售金额达148万元。

消费帮扶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途径，也是助农持续增收的重要方
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消费帮
扶工作力度，不断完善农特产品清
单，逐步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实
现消费帮扶助农促增收，进一步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该县上明乡相关负
责人说道。 （李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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