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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生活大家谈

作为从事农业工作30多年的农业工作者，见证了农村日新
月异的变化、见证了农民群众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历程，也见证
了农业工作者为“三农”工作的不懈努力。特别是我身边的女性
朋友，她们分处在不同的岗位、有各自的经历，却散发着别样“芳
华”，让我对高品质生活有了更深感受。

坚守“三农”工作岗位的女性们，如我的同事李霞，临汾市农
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冷冷冬寒，田间地
头、农民课堂都留下了她的身影。有时，你根本分辨不出谁更像
农民，像她这样的女干部，农业系统中还有很多。有人说农业人

“土”，但是“脚下沾着泥巴，手中端着精品，胸中揣着爱心”，这既
体现了她们对“三农”工作的执著，也是“一懂两爱”农业干部的
高品质生活。

在艰难创业中成长起来的新时代女性们：“致富路上的领头
雁”王蒲文，蒲县薛关镇古驿村党支部副书记，2019年被评为山西
省“20佳新型职业农民”。20世纪90年代，王蒲文不顾家人指责、别
人嘲讽，自己借款搞养殖，创业成功后又带领贫困户共同致富。
2011年，王蒲文牵头组建了蒲县兴龙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70户
村民搞养殖。她还誓言要将腰里村的生态饲养、绿色种养搞起来。
临汾市裕丰特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贺秀云开发野生连翘茶系
列产品，带动700户贫困户增产增收。疫情期间，捐赠了价值80万
元的连翘茶叶。她们已经从普通农民转型为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农
民企业家、合作社经理，带领一方百姓共同实现小康生活。无私奉
献不言悔，留取丹心为人民，这就是她们的高品质生活。

再看看我们的80后女性们：张琼，省委组织部派驻永和县阁底
村“第一书记”，从小在城市长大，咬着牙克服困难融入当地、融入群
众，成为如今的“牛书记”“蘑菇书记”“花馍书记”。敢闯敢拼的安泽
县杜村乡杜村“第一书记”刘萍，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她们用朴
实的情怀、过硬的作风，点燃了贫困村“两委”班子和村民们干事创
业的激情，用真情书写着对人民的浓浓爱意。不负韶华不负党，这
就是女性中“第一书记”的高品质生活。

宋学琴，80后返乡女大学生，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市妇联执

委，共青团汾西县委兼职副书记，汾西县妇联执委，礼义掌村委
专职委员，卓含农林专业合作社法人。她和丈夫于 2009年开始
发展扁桃，目前不但建成了自己的扁桃园，还帮助周边群众发展
扁桃经济林1.8万亩。娜仁格日勒，永和县电子商务联盟的秘书
长，带领大家一起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红利，注册开发“永和
乾坤湾”“喜和合”等系列产品30余种，发展基层服务站19个，带
动了 1200个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她还立志要通过发展电商平
台，提升永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带领农民实现稳定脱贫致
富。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理想、有信念、有知识、懂经营的党员女
青年、农村女青年，一定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建设美好家园中高生
活品质的“最美红妆”！

此外，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女性，更是以不同的姿态展示了自
己的高品质生活。

隰县午城村的王园芳,从参加县里组织的电商培训班,到自
己试着做茵陈茶,再到创建隰县野丫头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吸纳了 11户贫困户。如今带动了 40名贫困户在家门口务工,通
过电商平台带动了 60多户贫困户销售产品。不甘贫穷，勤劳善
学，立志改变命运，靠奋斗闯出一片天。这就是尽享脱贫攻艰丰
硕成果的贫困户的高品质生活！

李金英，尧都区南郊堡社区英姿舞蹈队队长。2019年，舞蹈
队代表我市参加了省农业厅和农协举办的“迎二青盛会 展农民
风采”健身运动会，取得团体第一名。她说，她们舞蹈队每年参加
志愿公益演出几十场，有几个队员早上忙完农活、做完家务才能
出来排练。最让我感动的是，她郑重地向我表示，她要向党组织
递交入党申请书，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凡
凡的事，生动诠释着老百姓在党的领导下、在祖国这个大家庭中
追求幸福美好的高品质生
活！

（作者系临汾市农业农
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临汾
市妇联兼职副主席）

在“三农”中散发别样“芳华”
王 红

“将忠诚铸进庄严的国徽，用公正架
起金色的天平，法制建设的路上开拓奋
进，法律春风吹遍城市乡村，明察秋毫去
伪存真是我们的义务，惩恶扬善匡扶正
义是我们的使命……”

这首坚定激昂的《人民法官之歌》，
激荡起的不仅是法官们心中的自豪感，
更是光荣的责任与使命。

近年来，乡宁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总任务和目标要求，在
构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法委协调、
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参与”的综合
治理执行难大格局上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让“基本解决执
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三年多
来，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3468件，结案
3467 件，结案率 99.97%，实际执结率
68.9%，执行到位金额 53096.2197万元，
执行标的到位率 52.35%，执行质效重点
指标综合排名在全市遥遥领先，位列全
省第一方阵。

2019年 12月 31日，最高人民法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全国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乡宁县人民法院被评为全国法院“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集体。

作为全省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基层
法院，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有着怎样
的故事？

探索“新模式”打好“组合拳”

“1名执行法官+1名执行助理+1名
书记员+1名法警，我们组建了新型执行
队伍，成立了 5个执行团队，以执行法官
为中心，执行助理具体实施，书记员、法
警协助保障，团队化开展执行工作。”据
乡宁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狄丕公
介绍，“团队作战”打破了“一人包案”的
传统模式，细化分工，责任下沉，优化了
人力资源配置，让团队能够凝心聚力、协
同作战，提高了执行效能，推动执行队伍
不断走向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为提高源头治理能力，该院结合自
身实际，扎实开展“三建立、一提升”制度
建设工程，要求每位执行干警要确保对
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做到心中有数。“三
建立”，即建立网络查控和限制高消费前
置制度，执行案件受理后，安排专人对工
商、车管、税务等16家单位、全国3800多
家银行进行查控，为案件提供查询、冻结
服务，对新立案的被执行人进行限制高
消费，扎紧执行制度的“笼子”,并依托全
国法院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加强对
执行案件流程 37个节点的监控，确保规
范高效执行；建立执行法官与申请人联
席会议制度，结合“晋法出击”全国直播，
让申请执行人与执行法官“面对面”沟
通，及时通报案件处理进展情况，杜绝了

执行法官不作为、慢作为和申请人因对
执行工作不理解而产生信访；建立落实
财产报告制度，通过多种途径准确掌握
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对不如实报告财
产的被执行人采取拘留、罚款等，让执行
工作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一提升”即完
善提升执行法治化建设水平，积极推动
打击拒执罪落实落地。3年来，4案5人因
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被判处
刑罚，有力震慑了老赖，打击了抗拒执
行、规避执行的违法行为。

切中“关键点”“老赖”无处藏

“判决得不到有效执行，对老百姓来
说，法律就没有力量。”执行中，常常会遇
到被执行人明明有还款能力，却偏偏要当

“老赖”的案例。狄丕公说：“对待‘老赖’，
就是要让他们‘露露脸’，构建‘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信用联合惩戒大格局。”

该院建立数据库，完善信息网，通过
信用惩戒系统，对被执行人通过微信、电
视、张贴布告、制作大头贴、公交站牌广
告栏等方式进行公开曝光，形成了强大
舆论压力，扩大了失信惩戒制度的影响
力和警示力，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
务，起到了良好的震慑效果。

为进一步提高执行质效，更好地实
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该院不断完善执行
模式，积极拓宽执行渠道。2017年8月，该
院利用网络平台先后对4案6件标的物进
行公开拍卖，其中一辆索兰托汽车以溢价
15%的价格成交，敲响了乡宁县网络司法
拍卖“第一槌”。2018年10月，一起借贷纠
纷因被执行人失联、且无任何可供执行财
产而陷入“僵局”，负责承办的法官另辟蹊
径,对被执行人尾数为 6666、44444、6000
的手机号进行拍卖，最终三个手机号分别
溢价成交，执行工作从“山重水复疑无路”
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次成功拍卖手
机靓号在全市、乃至全省均为首例。

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是
执行工作的两大顽疾，该院将其作为重点
课题集中攻坚，推出“执行悬赏”制度，对
提供重要线索的人员进行奖励，依靠、发
动、团结群众，编织追踪“天网”。2019年5
月，该院被省高院评为首届“十佳执行工
作创新机制”案例，捧回了我市唯一一个
执行领域创新奖。此外，2019年该院与人
保财险跨界合作，以“司法救助+保险”形
式，将司法救助金投保，使司法救助资金
增至 1.5倍，共向 10案 10人发放救助资
金29.5万元，使在人身损害赔偿、涉农案
件中的弱势群体感受到党的关怀。

“白条”变“真金”破解“执行难”

执行干警们战酷暑、斗严寒，奔波在
执行的路上，战胜了超强的工作负荷，斗
赢了一个个“智勇双全”的“老赖”。“要切
实解决执行难，让胜诉当事人拿到‘真金

白银’，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就必须跟被
执行人斗智斗勇。”乡宁县人民法院执
行局局长关茹文说。

3年多来，该院切实将执行工作的规
范化、信息化建设当作提高执行质效的
重要途径，真正让执行工作在阳光下稳
步推进。在开展涉民生执行案件专项行
动中，执行局全体干警凝心聚力，集中攻
坚，赢得了群众赞誉；在开展涉企合同案
件专项行动中，执行干警风餐露宿，辗转
数千里执结案件，为服务县域经济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开展
执行攻坚跨年大行动中，干警们舍小家、
顾大家，夜以继日，奋战一线，为全县人
民营造了风清气正、和谐安宁的社会氛
围。2018年 8月，该院分批次派出执行干
警辗转河南、安徽、福建等十余省对千余
名被执行人进行实地财产调查，同年9月
26日,该院召开执行兑现大会，现场向38
名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款1149万余元。

“关局长，感谢你们帮我要到了这笔
赡养费，感谢法院对我的案子这么尽心！”
申请人王某某难掩激动。这是该院 2019
年1月执结的一起追索赡养费案件。申请
人王某某与其妻李某均系二婚，30年前，
王某某入赘李某家，将 3名继子女，即长
子王甲、次子王乙、小女儿王丙抚养成人。
2015年，王某某患病，因病丧失劳动能力
的王某某没钱住院治疗，遂将其三继子女
告上法庭，经法院调解：3名继子女每人每
月支付王某某赡养费 100元。调解后，三
继子女同意承担赡养费，但2018年6月以
后的赡养费一直迟迟不予履行。2019年1
月7日，王某某申请执行；1月21日，法院
立案执行。接到案件后，关茹文要求执行
干警特事特办，立即向3名被执行人送达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第一时间对
其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因被执行人王
甲、王乙在外跑运输，短期内无法回家，执
行法官洛一民通过微信多次与其协商，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被执行人王甲、
王乙通过微信将赡养费转给王丙，由王丙
将赡养费转给执行法官，执行法官当日即
赶赴王某某家，将赡养费第一时间送到了
申请执行人手中，该案得以顺利执结。

每一个执行案件的背后都写满了执
行干警的努力和全心全意，每一分执行
案款的交付都承载了办案人员的汗水和
全力以赴。该院执行局先后被最高人民
法院评为“全国法院先进集体”，被省高
院评为“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专项清积
活动先进集体”，执行局局长关茹文被评
为全省、全国优秀法官、“全省法院涉党
政机关执行案件专项清积活动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打通“执行最后一公里”
——记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先进集体乡宁县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贠红安 白 洁

本报讯（记者 刘 静） 全市共设
立市级河长助理 7 人、县级河长助理
153人、河警长 175人、巡河员 1081人，
累计协调处理各类问题 4308个……去
年以来，我市在率先建立“河长+巡河
员”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完善了“河长+
河长助理+河警长+巡河员”管理体系。
以深化河长制改革为抓手，我市紧紧围
绕河长制工作六大任务，不断加强河流
管理与保护，涉河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区域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在我市境内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
上的127条河流中，常年有水的河流有48
条。过去一年来，全市河长制改革进一步
深化，我市市、县两级先后出台了《进一步
深化河长制改革的工作方案》，不断创新
工作方法，细化河长制各项任务，推动河
长制全面见效。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河长制
是我国为加强河流管理作出的重大部
署。2019年，我市逐级制订了河长培训
计划，采取综合培训和专题培训等方
式，不断加强各级河长的业务培训，切
实提高河长履职能力；在前期河长制

“十项制度”的基础上，出台了《临汾市
河长制工作重大事项挂牌督办实施细
则》，同时将河长制工作作为年度考核
的重要内容进行单列；完善了“河长+河

长助理+河警长+巡河员”管理体系，形
成了河长统筹协调、河长助理督促落
实、河警长联合执法、巡河员日常巡查
的管理模式，不断加强河流管理与保
护，涉河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市水利局在扎实做好河长制改革
各项工作的同时，还就涉河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公布了举报电话，并充分运用各
种媒体形式进行河长制工作宣传，形成
了爱河护河、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治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承载着群
众的期盼与福祉。去年以来，为持续提
升和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我市结合实
际，细化分解各项任务，各级河长统筹
协调，责任部门牵头负责，全力推进各
项工作任务落实。

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深入推进节约用水，推进引沁入浮、禹
门口东扩、中部引黄及配套县域供水工
程建设，各项年度目标全面完成；按照
河湖划界工作有关要求，加强水岸线管
理保护；加强城镇生活污染治理、狠抓

工业污染防治、强化农业污染防治，水
污染防治工作全面推进；实施清水调引
工程，努力形成“三河”连通、二水济汾、
水库联调的水资源配置格局，调引水质
较好的黄河、沁河水注入汾河，维护河
流基本生态能力……

通过河长制“六大任务”的全力推
进，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市重要水源
地、地下水超采区、重点工业园区以及
龙子祠泉、霍泉范围内共安装地下水
位监测设施 165 处，实现了全市重点
区域用水实时监控；全市 19个城镇污
水处理厂提质改造工程已完工 15个，
全市 13个县（市、区）14个水质自动监
测站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监测数据实
现自动采样并上传；累计排查整治“四
乱”问题 479 处，清理河道垃圾 78.58
万方，有效改善了河流水生态。

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有人
管”到“管得好”，我市河长制改革工作
迈上新台阶的同时，一幅水清、岸绿、河
畅、景美的醉人画卷缓缓铺开。

我市河长制改革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杨 全）为助力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连日来，国网临汾供
电公司积极落实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
成本的政策，全力推进电网建设项目
复工复产，确保政策红利传达，保障优
质电力可靠供应。

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为全市 9
万余户企业减免各类费用 1200余万
元，对全市重要变电站、重要线路实施
24小时“无缝隙”保电，重点对两家定
点医院、19家发热门诊、15家隔离点、

7 家防疫用品企业制订了保供电方
案，全力保障防疫重要客户可靠用电。

为确保市第三人民医院、翼城县
人民医院等电力配套工程项目快速落
地，该公司创造了防疫送电“临汾速

度”，节省客户资金约 105万元。针对
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用电需求，该公
司坚决履行欠费不停电承诺，累计为
1040户高压、16641户低压非居民、46
万户低压居民采取不停电催费措施。

本报讯（通讯员 高鹏飞） 近年来，
隰县把标准化建设作为农村基层党建的
重要任务，通过对标达标、以点带面、示范
引领，不断做实做细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
化建设的大文章，进一步发挥村党组织推
动发展、服务群众的作用。

结合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实际，该县
制订下发了《关于农村党组织标准化建

设的实施意见》，先后对32个综合服务功
能不强的村级活动场所进行提档升级，
完成 70个农村便民服务室建设，坚持每
月 25日召开“6+N”主题党员活动，立体
化推进村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开展引领
村、示范村、达标村创建活动，为各村设
定不同的创建标准，今年确定 34个引领
村、26个示范村、10个达标村创建任务。

通过重点培育、规范建设、创新提高，打
造出一批制度规范、特色鲜明、作用突出
的先进基层党组织，推动后进有拼劲、中
间有干劲、先进有闯劲，实现基层党建与
脱贫攻坚同步推进。

该县还全面实行农村党组织星级化
管理，实行一年一评定一挂星的动态管
理模式，先后为 30个五星级党支部挂牌
授星，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经验推广，引导
农村基层党组织比学赶超、创优争先，实
现鼓舞先进、鞭策后进、整体提升的良好
效果。

隰县扎实推进村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在日前举行的全市失业保险支持
企业疫情防控稳岗返还发放仪式上，
获得“暖心补贴”的霍州电厂人资部负
责人激动地表示，这项惠企政策真是
雪中送炭，定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目
前，全市 470户符合条件的大型和中
小 微 企 业 已 获 得 稳 岗 补 贴 资 金
4762.76万元。

霍州电厂是一座具有近 60年历
史的老厂，隶属于国家能源集团，现有
职工 800 余人，目前已全员上岗。去
年，该厂获批 659万元的应急稳岗返
还补贴。今年，由于第一季度社会用电
增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厂再次
获批稳岗补贴资金 44余万元。“我们
将利用好稳岗补贴资金，打赢企业扭
亏脱困攻坚战，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该负责人满怀
信心地说。

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生产经营
遇到困难。我市人社、财政等相关部门
靠前服务、送政策“上门”，积极落实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阶段性减免社会保

险费等精准有效的帮扶政策，做到了
随接随办、快审快批、即拨即付，引导
企业积极复工复产。

其中，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返
还政策是政府为助力企业脱困发展、
稳定就业局势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目前，已惠及职工 14.89万人。这些资
金将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贴、缴纳社
会保险费、转岗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
相关支出。

这一笔笔“真金白银”如同“及时
雨”，帮助受困企业走出“寒冬”、拥抱

“暖春”。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2015年开始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红利政策，累计接受补贴费用120余万
元。同时，经过失业保险两轮费率的降
低，为企业节约资金约140万元。该公

司人事部经理张虹道出：“复工复产之
后，我们在订单、销售以及生产所需原
材料供应等方面遇到了困难。这时，相
关部门及时伸出援手，推动相关惠企
政策落实，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

“目前，企业稳岗返还第一步工作
已就绪，3月底基本拨付到位；第二步
从4月份开始开展对困难企业进行应
急稳岗返还工作，重点支持吸纳就业
多的龙头企业，倾斜支持医疗物资、公
共事业、群众生活必需的物资保障供
应企业,让企业和职工尽快享受到国
家的优惠政策，将企业由于疫情影响
的损失降到最低。”市失业保险服务中
心负责人介绍，“4月份，稳岗返还全
部实行网上经办，让企业不跑腿进行
网上申报审批领取。”

“真金白银”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本报记者 李 静 闫 璟

降低用电成本 减免千万费用

临汾供电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清明节
假期期间，
我市广大市
民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
时纷纷走出
家 门, 踏 青
游玩。

图为市
民在市动物
园游玩。
本报记者
苏亚兵 摄

（上接1版）市政府“点对点”向各县（市、
区）下发通知，明确办理事项、办结时限、
办理目标。目前，已有 1324项手续已办
理，占比76.1%，四项主要落地手续全部
办结的项目242个，办结率55.6%，为项目
全面开工建设夯实了基础。

市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加快项目建
设和投资进度有关工作的通知》，对项目
开复工提出明确要求。多方协调，为项目
开复工提供急需的防疫物资支持。

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通过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对需要申请办理的项
目实行网上收件、并联审批、网上出件，推
行了“一书承诺、容缺办理”模式。

我市为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企业建
立了“绿色通道”。春节期间，侯马市海亿
康科技有限公司刚刚决定投资口罩生
产项目，有关部门立即深入企业现场办
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各项手续证照的
办理，让企业在一周时间从成立迈进试
产阶段。目前，全市的口罩生产企业已达
到7家，其中5家进入实质生产阶段，有
效缓解了全市防护物资短缺的现状。

在疫情期间，针对我省出台的贴息
减税、贷款支持、专项债券支持等一系
列优惠政策，市发改委组织协调，积极
争取。目前，我市 5家企业进入国家级

疫情保障企业贴息名单，3 家已获得
2650万贴息贷款支持；15家企业上报
省级疫情保障企业减税名单，申请减税
821万元。近期，我市还分两批申报了省
战疫情稳投资补短板国开行专项贷款，
共申报项目 58个，申请省补短板稳投
资农发行专项贷款项目 84个，申请专
项债券项目73个。

县市发力，开工复工比肩接踵

迎着初春的朝阳，曲沃县“智慧菜谷”
项目开工现场彩球飘扬、热情洋溢，数十
辆大型工程机械和重载货车整齐列队，共
同迎接一个美好的时刻——这是2月21
日，曲沃县举行首批十大重点项目开工仪
式。同一天，侯马市的十项重点项目也集
中开工。曲沃、侯马两地齐头并进，率先为
全市项目的集中开工吹响了冲锋号。

从这一天开始，襄汾县首批15个重
点项目、安泽县首批18个重点项目、浮山
县首批18个重点项目、永和县首批28个
重点项目……短短20天，全市9个县（市、
区）举办了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各县（市、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结合县域实情，创新思路、创
新方式，持续推出一项项帮扶政策为项
目建设保驾护航，全市项目建设开复工

的步伐不断加快。
临汾经济开发区围绕投产一批、开

工一批、签约一批、包装一批、招商一批
“五个一批”的要求，解决突出问题，倒排
工期时限，梯次压茬推进；古县严格落实

“五包联”责任制，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优
势，在全县上下掀起项目推进的热潮；洪
洞县在提升环境软实力上求实效，着力
打造顺畅的项目手续办理环境，坚持推
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
方案、一抓到底”运行机制，大力优化服
务环境；浮山县积极为项目建设架桥铺
路，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优化发展环
境，为项目建设提供全程优质环境；安泽
县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做到一
窗受理、一站办理，全过程、全方位、全覆
盖“保姆式”服务……

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平阳大地，如今
正被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重新唤醒，全
社会因疫情影响主动按下的“暂停键”
而今恢复启动。看，穿山而过的公路建
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夯实路基；翻山
越岭的输气管道路段，技术人员正在测
量；科技高新的机电项目场地，崭新的
厂房正拔地而起。

桃红柳绿，天气暖了，太阳艳了，临汾
的经济活力也焕发了。

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