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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动态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太原公交
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为全市
4.1 万余辆公共自行车进行了“体
检”，确保公共自行车在寒冷天气下
能够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
服务，为市民的骑行安全筑起一道
坚实防线。

11月18日上午，记者来到胜利桥
东公共自行车集中保养点，看到太原
公交公共自行车服务有限公司一车
队正将40余辆公共自行车逐一倒立
摆放进行检修。

据了解，该公司共有 5 组检修车
队负责全市公共自行车日常检修工
作，而且在每年的4月份与10月份会
进行换季检修。根据负责的区域，
每组划分人员数量不同。该公司一
车队共有 7 名组员，他们每天工作时
间是早上7点30分至下午5点30分，
自 10 月 11 日换季检修工作开始以
来，7 人平均一天检修近 300 辆公共
自行车。

“我们一车队负责的区域内共有
230个公共自行车站点，有3辆公共自
行车调运车配合我们调度。”该公司

一车队修理工组长陈晨说。
陈晨向记者介绍，公共自行车检

修步骤看似简单，但检修内容却非常
多：自行车的各种螺丝必须紧固到
位；锁绳、锁头、车铃、把套必须齐全；
前后刹车器要加注润滑油，刹车固定
装置必须加衬平垫并紧固到位，刹车
线要伸缩自如，左右刹把回位正常；
检查车架有无裂缝，座位有无龟裂、
脱皮，前后轮车圈是否变形，辐条有

无松动，左右脚蹬、曲柄以及传动轴
是否灵活；还要为车锁添加润滑油，
保证锁芯正常使用。

“每辆自行车出现的状况不一
样，就像我现在检修的这辆自行车是
前刹车线出现了问题，需要更换。更
换后，我还要检查新的刹车线是否适
配。”一车队修理工朱永泉向记者说，

“我们不仅要检查自行车，还要检查
每个公共自行车锁车桩，确保市民能

够顺利停车、取车。”
为提升公共自行车安全性和舒

适度，修理工在检修过程中会将车辆
各方面的基数提高，给市民提供一个
更加舒适安全的骑行保障。

当天上午10点多，一车队的师傅
们将40余辆自行车检修完毕，陈晨给
调运车师傅们打电话，询问哪辆车在
保养点附近。大约20分钟后，一辆公
共自行车调运车驶来，师傅们将检修
完毕的部分公共自行车搬进车厢内，
然后前往站点进行投放。陈晨介绍，
这就是公共自行车调运车日常工作
内容，为不影响市民出行，在各站点
搬运车辆时，师傅们会进行循环搬
运，即搬走一部分，留下一部分。

除在集中保养点检修外，各车队
还会分配组员在所辖范围内进行巡
检，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市民正常
骑行不受影响。

公共自行车是对城市公交的一
种补充，解决了市民出行的“最后一
公里”问题。太原公交公共自行车服
务有限公司将严把质量关，秉持“有
问题找问题，没问题做好保养”的原
则，确保每一辆公共自行车以最佳状
态服务于市民。

为市民骑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为市民骑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太原市公共自行车太原市公共自行车““体检体检””记记

本报实习记者 韩潇

铺设自动化采摘运输轨道，温湿
管控、光照强度、酸碱调节、水肥一体
等全自动远程监测管理，棚前棚后全
部安装滴灌喷灌设备……在晋源区
姚村镇西邵村的农业产业综合示范
园，蔬菜大棚变身为“绿色车间”，通过
现代农业智能服务系统，悉心“呵护”
农作物茁壮成长。

西邵村位于晋源区最南端，村域
总面积1213.12亩。之前，农业产业
综合示范园所在区域还是一片荒地，
地势低洼、排水困难、土壤板结、盐碱
化严重。后来，在村“两委”的引领
下，西邵村大力整治撂荒地，积极发
展设施农业，探索创新“党组织+合
作社+公司+农户”模式，流转整合闲
置土地120余亩，科学规划、整体布
局，建设了40座温室大棚。经过积
水排空、地基加固、土地平整，一座座
大棚拔地而起。

去年7月，西邵村上线了“数字乡
村”智慧平台系统，智能服务各项指标
数据同“数字乡村”智慧平台系统云端
相连，实时监控着棚内蔬菜的长势，有
效提高蔬菜产量、减少人力成本。

走进村民张守明的番茄大棚内，
满眼碧绿的番茄苗映入记者眼帘，他
说：“我10月14日种下的番茄苗，大概
明年1月份番茄就成熟了，预计亩产
能达到7500公斤，收入近7万元，而且
省时省力，比出去打工强。”

“水肥一体机、棉被卷帘在手机
上就能操作，太智能了，啥也不用
管。”村民薛保德正在大棚里观察蔬
菜长势，他向记者说，“我这个1.2亩

的大棚一共种了5800棵茴子白，成
活率达到99%。茴子白两个月就成
熟了，一茬能产6000公斤，一茬收入
七八千元，一年能长四茬，收入能达
到近4万元。”他还在大棚的墙上挂
了一块小黑板，随手记录种植情况，
并用绿色仿真葡萄架把墙壁装饰了
一番，柜子里摆着种植技术的专业书
籍可以随手翻阅。

“我准备在门口再弄个小茶台，
一边喝茶一边智能操作一边享受田
园风光，当个现代农民。”薛保德对
现代田园生活充满了无限憧憬。

“看这个番茄苗开花了，今年肯
定能大丰收！”在村民张建国的西红柿

大棚内，一家人正一边忙着架番茄苗
一边乐呵呵地聊天。

张建国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第
一次种番茄苗，边干边学，村里还专门
聘请了技术人员手把手指导，相信今
年番茄肯定能有好收成。”

在西邵村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
心会议室，“数字乡村”智慧平台系统
液晶大屏上滚动着村里的实时画面，
从村街道到村耕地，全村已经实现重
点区域全覆盖。通过平台可随时查
看动态画面，为发现村里大小问题、着
手解决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屏
幕上还可以查看蔬菜的市场价格波
动情况，以便合理调节蔬菜种植规模，

更好地应对市场需求。党务、村务、财
务等村里的大事小情也一览无余，以
前村里广播靠人工“大喇叭”，现在都
是系统智能播报。系统连接到村民
的手机终端，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在
手机上了解信息。

记者看到，西邵村二期建设图纸
上显示，该村还将继续建设温室大
棚，同时发展鱼类养殖、鱼菜共生新
模式。

西邵村通过产业转型提振了乡
村经济，改变了村面貌。

智慧农业带动农民增收智慧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晋源区西邵村农业产业综合示范园见闻

本报实习记者 姚雅馨

本报太原11月20日讯（实习
记者 姚雅馨）为进一步落实“就
业社保服务社区村村全覆盖”工
作、“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和

“听民意办实事”项目，11月15日，
太原市人社局、市社保中心联合杏
花岭区人社局和区社保中心在龙
湖万达广场举办“政策面对面，服
务零距离——2024年社保服务进
万家”活动。活动当日共向群众发
放宣传手册1120份，解答疑难问题
900余人次。

活动现场设立了养老保险参
保咨询、待遇测算、社保基金警示
教育等宣传服务专区。杏花岭区
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

放宣传资料，并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向他们讲解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社保政
策及经办流程，还根据群众反映
养老保险政策难懂、待遇计算复
杂等问题，解读相关政策要点。
同时，向参保人员普及养老保险
领域欺诈骗保行为，提高参保人
员风险防范意识。

此次活动打通了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杏花岭区相关部
门将继续以“社保服务进万家”为
契机，全方位、多领域、针对性地
开展社保政策宣传活动，真正把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参保
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惠民服务“零距离”

“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走进杏花岭区

本报太原11月20日讯（实习
记者 韩潇）为增强辖区居民分
辨诈骗的手段与识骗防骗能力，
有效预防和减少电信网络诈骗事
件的发生，保障辖区居民财产安
全，连日来，万柏林区西铭街道西
铭村在辖区开展了反诈宣传系列
活动。

此次活动开展以来，西铭村
网格员利用“线上+线下”的宣传
方式向居民宣传反诈知识。线
上，通过网格群向居民推送最近
高频发诈骗案例，让居民了解到
诈骗案件的种类及诈骗者的套
路；线下，向居民发放反诈宣传资
料，引导居民仔细阅读，提升居民
防范意识。

另外，该村网格员还通过入

户走访宣传的方式，面对面向居
民详细讲解近期发生的案例，提
醒居民增强警惕意识，守护好“钱
袋子”。通过此次活动，居民对电
信网络诈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有效地提高了防范诈骗能力。

在入户宣传反诈的同时 ，
西铭村网格员还进行了消防安
全排查。对于发现的问题，对
相关居民进行劝导，告知其危
险性，并提醒他们注意日常防
火细节，为筑牢消防“安全网”
奠定基础。

西铭村将继续发挥网格员作
用，及时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以
及消防安全知识传达给辖区居
民，持续推动“反电诈，保安全”工
作走深走实。

反诈消防两不误 生命财产齐守护

万柏林区西铭村开展反诈宣传系列活动

本报太原11月20日讯（实习记
者 韩潇 通讯员 韩青芸 钟清）

“暖气管网改造好了，今年我们终于
能过个暖冬了，社区真心给我们解决
了一个大难题，大伙儿心里都暖暖
的。”近日，迎泽区文庙街道新城北
街 20 号院 1 号楼和 11 号院 6 号楼的
居民代表们手持两面鲜红的锦旗来
到文庙街道办事处，感谢新城北街社
区帮助他们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供暖
问题。

新城北街20号院1号楼、11号院
6 号楼属于典型的回迁楼，楼龄已有
22 年之久，共有 452 户居民。2002
年，小区开始集中供暖，但原来的暖
气管道老旧，腐蚀严重，漏点多，每到
供暖时，一加压管道就会崩裂，近几
年频繁维修，但效果不佳。到了冬

天，居民家中的供热温度还是不高，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为彻底解决关乎百姓冷暖的大
事，新城北街社区工作人员积极组织
热力公司、小区物业、社区律师、相关
专业人员、居民代表等共同协商解决
办法，通过全体居民大会确定了集资
筹款的维修方案，并由各单元推选一
名代表，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自管委
员会。

经过多方议价，9月底，改造工程

确定了施工方并正式开始施工。为
最大程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
响，该社区工作人员协调施工方采取
分区分段的方式进行施工，针对施工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与
施工方、物业公司、热力公司等保持
密切沟通，及时解决出现的矛盾和纠
纷，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同时，该社区工作人员和小区自
管委员会成员还多次实地勘察、反复
论证，现场和居民沟通，根据地形和

建筑分布更改供热管网的施工线路，
最大限度满足居民诉求。

经过多方不懈努力，小区供暖管
道彻底修好，452 户居民今冬如期供
暖，家中暖和了起来。

退休职工白砚激动地说：“我母
亲今年88岁了，原本还担心冬天暖气
不好，现在彻底修好了，我们也能温
暖过冬了。”

“小问题”连着“大民生”。新城
北街社区将继续聚焦群众关切问
题，把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作
为出发点，深入服务居民“最后一
米”，用心、用情解决居民诉求，把
服务居民落实在行动上，积极为居
民办好事、办实事，不断提升社区
服务质效，为居民营造舒适、安全
的居住环境。

迎泽区文庙街道新城北街社区

破解供热难题 温暖居民生活

本报太原11月20日讯（记者 王媛）近日，记
者从太原市文物局获悉，太原磺厂村发现一处北
魏后期石窟，据学者考证，为目前已知太原市范
围内开凿时间最早的石窟，具有重要文物和学术
价值。

据了解，这处石窟位于磺厂村后山山腰，坐北
朝南，长、宽、高均在1米左右。窟内部为三壁三龛
式。三壁主尊均有明显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风
格，符合北魏孝文帝改革，特别是迁洛后石窟造像
艺术汉化趋势，多采用南朝士大夫服饰形式雕凿。
这处石窟右壁（西壁）为倚坐弥勒像，亦是北魏后期
题材。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实地
考察后表示，在太原西山文化区内，中古时期的
佛教遗存尤为密布，以天龙山石窟、龙山石窟、童
子寺等最为著名。在这些著名石窟寺周围还有众
多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如天龙山附近的福慧寺
石窟、悬瓮山石窟，龙山石窟附近的瓦窑村石窟、
姑姑洞石窟、石门寺石窟，蒙山附近的石庄头石窟
等。磺厂村石窟时代特征鲜明，信息明确，开凿于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磺厂村石窟的发现，
拓展了考古界对太原西山石窟地域丰富性的认
识，或为山西石窟寺研究提供最新时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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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本报太原 11 月 20 日讯（记
者 王媛）“现在用无人机打药，省
时又省力。以前100亩地要喷洒三
四天才结束，而且喷洒得不均匀，现
在无人机一个小时就能搞定，又快
又方便。”11月18日下午，在太原市
园林科创服务中心，该中心园林植
保人员常亮使用植保无人机对园内
植物完成打药后欣喜地说。

据了解，该中心选用的是T20植
保无人机。该无人机最大载重20公
斤，配合八喷头设计，喷幅可达7米
宽，深度优化的风场设计，可让雾滴
均匀细密，轻松覆盖植物叶片两面，
单架次作业效率提升至 25亩，每
小时作业效率提升至 180亩，具有
高效安全、覆盖程度高、防治成效好、
节水节药成本低等优势。

常亮介绍：“不管是大树小树还
是叶面正反面，无人机都能喷洒到
位，防治效果100%，相比人工防治，
不仅防治效果更好，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还能减少因农药流失造成的土

壤污染，促进园林生态绿色优质发
展。”

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其
旋翼产生的向下气流提高了农药的
穿透性，不仅能减少农药损失，还能

够达到优于人工操作的覆盖率和更
好的防治效果。同时，也避免了园
林植保人员暴露在农药下，极大地
提高了他们的安全性。

科技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

改变着园林生产管理模式。植保无
人机开启了智慧科技运用于园林生
产的实践之门，为居民创造了更加
高效、智能、安全的生活环境及绿色
低碳、智慧安全的生活方式。

本报太原11月20日讯（实习
记者 姚雅馨 通讯员 曹小
莉）近日，古交市西曲街道迎宾路
社区与古交寅昌月嫂家政公司签
约，为社区居民提供技能培训，提
高居民就业率。

据介绍，迎宾路社区是个老旧
小区，通过前期摸排，共有80多名
妇女有就业需求，她们在家里照顾
老人和孩子，需要找一个可以灵活

就业的岗位，联系家政公司进入社
区，正符合居民的需求。

迎宾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殷爱
忠表示，迎宾路社区将精准高效
做好社区居民需求与优质家政服
务资源的对接，开展定制家政技
能培训，通过连续性授课培训帮
助她们获得相应技能，实现家庭、
就业两不误，打通“家政进社区”
的“最后一米”。

为提高居民就业率

古交市迎宾路社区为居民提供技能培训

一车队修理工正在检修公共自行车一车队修理工正在检修公共自行车。。本报实习记者本报实习记者 韩潇韩潇 摄摄

西邵村村民正在管理茴子白西邵村村民正在管理茴子白。。杨润德杨润德 摄摄

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媛王媛 摄摄

记者观察

太原市园林科创服务中心太原市园林科创服务中心

植保用上无人机植保用上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