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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您再看看，这个卡片上写的垃圾
应该放哪个垃圾桶里？”

“嗯，这个，废旧电池应该是有害垃圾。”
“好，都放对了！奖您一瓶洗手液！”……
垃圾分类新时尚，青春助力我先行。6月

24日，共青团乡宁县委联合团属青年社会组
织青春亚子志愿者联盟，在县城明珠广场举
办了爱国卫生季——垃圾分类、青年先行“如
果垃圾会说话”主题活动，并展示了“变废为
宝”创意设计大赛部分获奖作品，吸引了过往
群众纷纷参与、观赏，欢声笑语中，让群众了
解了更多有关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现场设置了4个垃圾桶，每个桶分别
标明“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
垃圾”的字样，志愿者耐心地给大家讲解答题
规则，以“有奖竞猜、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群
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行动，将写有废旧电池、
果壳、废纸等不同垃圾名称的卡片放入相应的
垃圾桶，根据放对卡片的多少，现场奖励纸巾、
肥皂、洗手液等小礼品，破除“分类无用”的陋
习，树立“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的理念。

由于卡片上标注的名称都是生活中常见
的垃圾，群众参与兴趣浓厚。“果壳应该是厨
余垃圾。”“废纸是可回收垃圾。”“杀虫剂不是
我这里边的！”参与群众有的比对着宣传彩页
上有关垃圾分类的宣传内容，有的边思索边
投卡片，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了解了垃

圾分类知识。居民王焕成一边饶有兴味地投
放卡片，一边说，县里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后，
他平时在家就把垃圾分类装袋，扔垃圾时直
接投入相应的垃圾桶内。

志愿者何其霞说：“我们开展此次活动，
是想通过卡片投放、有奖问答等形式吸引更
多群众参与，从而进行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
普及，引导群众正确投放垃圾，推动垃圾分类
工作顺利开展。”志愿者闫冰芯是山西医科大
学大二学生，她表示，作为一名大学生，看到
团县委开展此项活动，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希
望用自己的行动带动身边人积极参与，为家
乡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试点县尽一份力。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
园。为不断培养青少年良好的生活垃圾分类
习惯，树立环保生活理念，此前，共青团乡宁
县委还组织各学校开展了“变废为宝”创意设
计大赛。孩子们用自己的奇思妙想，让生活中
的废旧物品有了新的生命。在废旧物品再利
用展示区，群众直观地欣赏了垃圾变废为宝
的过程，获得群众的好评。

“我们利用大屏幕播放宣传片，向广大群众
讲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广泛宣传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共青团乡宁县委副书记苏乔
华说，“希望通过此类活动，让‘垃圾分类从我做
起’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自觉，共同为推动绿色
发展，建设美丽乡宁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垃圾分类我先行
本报记者 韩晓芳 郝海军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品香·溯源·悦生活

作为“品香·溯源·悦生活”市农旅产品网络
销售常态化暨端午直播带游带货活动的主要承
办单位之一，尧都区政府在活动中的表现尤为抢
眼。该区区长吴勇，副区长汤晓燕、卢燕飞先后走
进带货直播间，用接地气的语言、儒雅的谈吐、大
方的举止，介绍起农旅特产毫不含糊，得到市民
与网友的热情点赞和解囊抢购。仅在6月26日当
天，就销售20681单，销售金额201.34万元，位居
全市直播带货活动销售榜榜首。

今年端午小长假，“直播带货”成为临汾最热
的新闻话题之一。端午节期间，由全市 17 个县
（市、区）政府领导担当“网红主播”“网红导游”，
助力本地农旅品牌推广、销售，成为促进相关产
业和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加速器”和“新支
点”。直播期间，尧都区有12家企业、92种农旅产
品进入直播渠道，进行线上线下销售。这其中，既
有传统产品鸡蛋、核桃、龙柏芽、鲜桃、蜂蜜、平水

雕版印刷等，也有传统工艺与现代理念相结合的
创新产品——土疙瘩手工布鞋、艾绒系列产品、
平阳窑系列产品、漫天岭粗布系列产品、威风锣
鼓系列产品等。特别是直播活动将传统、助农、文
旅融合，这些元素的聚集，更是把直播活动推向
高潮。刷屏的弹幕，不断刷新的销量，让人们感受
到网络直播为尧都农旅产品带来的信心和机遇。
尤以土疙瘩手工布鞋最为引人注目，在直播第一
天的销量达到 4075 双，实现销售收入 96.98 万
元。

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该区科学谋划，协
调调度，保障直播带货活动组织有力、措施务实、
环环相扣；另一方面，区领导放下身段，主动上
阵，化身“主播”线上带货。区文旅局、区农业农村
局、区商务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多方奔走，协调上
下，保证了直播活动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金殿
镇、屯里镇、枕头乡、一平垣乡、贺家庄乡、汾河办

事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也化身“主播”，走进直播
间，用朴实的语言、真切的态度，倾情宣传家乡、
推介地方特色产品，诚邀四海宾朋讲述最美尧都
故事。

谈及此次直播带货活动的收获与感受，土
疙瘩手工布鞋董事长黄妙娟兴奋地说：“这次
端午节‘品香·溯源·悦生活’，‘尧风·尧韵·尧
乡情’区长直播带货活动，土疙瘩布鞋是参与
者、见证者，更是受益者，在领导们的强力推介
下，我们品牌的影响力和客户认知度有了巨大
提升。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使
企业遇到了一定困难，从这几天网店和工厂展
厅的流量来看，形势逆转，成果喜人。党和政府
用直播带货的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彰显了
区委、区政府聚焦转型发展、绿色发展的决心，
也表明了带头转变作风、优化营商环境的真诚
态度。”

本报讯（记者 孙宗林 宁馨儿）“有了旅
游直通车，以后咱们旅游方便多了！”6月 27日
下午 2时许，71岁的市民薛建华和同伴说笑着
登上了发往仙洞沟的旅游直通车。自端午节起，
临汾城区直达尧帝陵、仙洞沟景区的旅游直通
专车开通，有效解决了该线路旅游交通“最后一
公里”问题。

据了解，该线路的旅游直通专车由尧都五
大景区主体运营商——山西帝尧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推动，临汾捷康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具
体实施，先期开通并正式运行的两条旅游直通
专线均以华门景区为起始站，一路途经尧庙、鼓
楼广场、平阳广场乘车点，最终分别到达尧帝陵
景区和仙洞沟景区。

上述两条旅游直通车专线均为每天上午、
下午两班车，单程车票价格低至7元，游客从华
门、尧庙、鼓楼广场、平阳广场都可以乘车直达
景区，同时还可享受门票最低价、打折等惊喜。
此举将极大方便市民旅游出行，享受更多旅游
优惠。

据山西帝尧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介绍，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自主安排行程，
如选择上午游，乘上午班车往返；下午游，乘下
午班车往返；还可以全天游，即上午去，下午乘
末班车回。

“县领导亲自直播带货，推介我们的小米，这比
最好的广告都要好。”6月26日上午，在我市端午直
播带游带货活动主会场的杂粮展区，翼城县兴田农
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宋兆森如是说。

最近一段时间，宋兆森对直播带货已经从陌
生走向了熟悉——从“五一”假期的全市新型网络
消费活动，到翼城县举办的直播带货活动，再到此
次全市端午直播带货，宋兆森带来的隆化小米
——“田家河”牌石碾小米已是直播镜头前的“常
客”。

隆化小米，久负盛名。宋兆森自豪地说：“咱的
小米，最好。它生产环境优越，山泉水灌溉，营养非
常丰富。为什么我们合作社专攻石碾工艺，因为小
米的营养成分集中在表皮，我们采用传统石碾脱
皮，有效避免了机械设备研磨的高温对原粮品质
的破坏，完整保留了小米本身的矿物质、维生素等
营养成分。”

“尧王东渡，喝的就是隆化小米；康熙皇上游太
行山，喝的还是隆化小米。”宋兆森说，“历史上，咱
的小米就是宫廷贡品。”

翼城县兴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就位于
隆化镇佛爷山脚下，涉及 7个行政村的 1.3万亩土
地，主要从事西瓜、蜂蜜、土鸡蛋、谷子农作物种
植及销售。

宋兆森拆开一盒小米随手掏出一把，只见他手
中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他说：“熬成小米粥
就更能看出它独特的品质，汤汁粘稠，表面露一层
米油。”

“米粥哪家熬得好，山西翼城田家河。”宋兆
森说，“隆化小米搭上网络直播带货的快车，更是
提升了我们产品的美誉度。这次活动，既是一次
宣传和展示，也是一次学习和交流。我们将积极
开发网络销售渠道，让更多网友知晓我们的好产
品。”

6月26日上午，在我市端午直播带游带货活动
华门新天地主会场，侯马市马文道蜂产品有限公司
经理马克香站在展台前，把自家带来的蜂蜜产品摆
放得整整齐齐。

展台不大，一张桌子的地方还是和另一家企业
分享，但一上午时间，马克香寸步不离，她很重视这
次活动：“我们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直播带货的网络
销售，这是第一次。今天下午侯马市领导会推介我
们的产品。”

“我们企业虽然成立不久、规模不大，但养蜂已
经很多年了。”马克香说，她的父亲曾是侯马养蜂场
唯一的技术员，后来自家建起了蜂场，家里两代人
已经有60年的养蜂历史。她说：“蜜是好蜜、货真价
实，我们有自己的蜂场。但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技术
上重视得多，在销售上重视得少。一直不知道网络

销售有这么火。”
初次参加直播带货，马克香决定以学习为主，

她说：“我们这次一共准备了999份，其中一种是原
价 169元的蜂蜜，直播时降到 127元，另一种原价
85元的是第二单半价。这次领导帮我们宣传产品，
不论是亏是赚，只要能把产品的名气打出去、品牌
打出去，我们就挺满意。”

“现在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了，而是产品好
还得会吆喝。”在现场一天半的时间里，马克香感受
到了直播带货的魅力。她说，“那些网红们面对镜头
说上一会儿话，就能几百单上千单地卖。我们也要
转变思路，拓展销售模式，多尝试一些销售路子。”

马克香对未来充满信心：“有这么好的蜂蜜，还
有领导帮我们打品牌，相信我们企业以后会发展得
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张玉萍） 6月24日上午，我
市举行市直机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
党务干部党内法规知识测试，市直各直属党组
织组队参加了现场笔试。

此次测试是市直工委抓主体、明责任、强能
力的又一有效举措，是“书记赛讲强素质、党员
参加大党课”“党组书记讲理论、支部书记讲党
史、普通党员讲感悟”系列活动的有效拓展和有
机延伸，也是对市直各机关党委党内法规“学习
月”活动组织开展成果及党建业务工作的一次

检阅与考评。
本次测试分为现场笔试和网络答题两种形

式，由市直各直属党组织派机关党委书记、党办
主任、支部书记各1人组队参加现场笔试；网络
答题于6月28日至30日组织进行，各机关党委
书记、党委委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
等所有党务干部参加。

市直工委将根据各直属党组织总成绩、“学
习月”活动组织开展情况等，评出优秀组织奖、
优秀团队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本报讯（记者 武锡刚） 为切实加强纪律
作风建设，6月27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政
府采购中心）根据市委部署要求，在全市政府采
购系统启动“学法、守法、护法”专项教育活动。

此次活动要求全市政府采购系统党员干
部重点做到三点：一要认真学法，增强法律意
识。要把握学习内容，注重学习方法，做到学
以致用，以案为鉴、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二要自觉守法，树立良好形象。要提升思想境
界，坚守职业操守，自觉接受监督，做到“言必
合法，行必守法”，发现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
及时改正。三要严格护法，维护法律权威。要
强化法纪教育、监督制约，严肃处理违规违法

行为，坚决消除个别干部的侥幸心理，做到对
任何超越法律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的人员绝
不包庇纵容。

本次活动开展时间从 6月 27日至 8月底，
为期两个月，要求具体抓好三个环节：一是学
习法规，主要任务是动员部署、学习教育、夯实
思想基础；二是对照检查，通过学习教育查找
党员干部在“学法、守法、护法”方面存在的突
出问题，通过组织生活会等形式开展实事求
是、认真负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三是整改
落实，这一环节是建章立制，落实整改举措，建
立长效机制。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展“学法、守法、护法”专项教育活动

“比最好的广告都要好”
本报记者 柴云祥 霍 壮

“产品好还得会吆喝”
本报记者 柴云祥

“区长带货”受欢迎 销售火爆创佳绩
本报通讯员 李永秀 李 森

依法管党治党 提升党建质量

我市开展市直机关党务干部党内法规知识测试

临汾开通尧帝陵、仙洞沟

旅游直通专车
每天两班车，单程票价7元

6 月 26 日上午，华门
新天地临汾原产地商品体
验店迎来了一群身穿白色
短袖上衣、手摇小红旗的
游客，他们是由市农业农
村局组织前来参观农特产
品展览的离退休党员干
部。

“口感香甜，没有酒
精，我可以多喝两杯。”在
酒品类展区，62岁的退休
老干部周锁贤在品尝襄汾
县尧京酒庄的一款葡萄汁
后赞不绝口，“局里组织我
们离退休老干部来参观展
销会，看到了琳琅满目的
农特产品。听说咱们的好
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消
费者反响不错，非常好。”

66 岁的魏长安退休
前从事农产品质检工作，
参加这次展销会深有感
触：“今天看到咱们的农
特产品打出了自己的品
牌，很是惊喜。品牌能产
生效益，我们要树立品牌
意识，产品一定要经过国
家权威部门认证，建立在
无公害、绿色基础之上，
真 正 让 消 费 者 吃 得 放
心。”

魏长安还在果桑站
工作过，当天上午，他还
体验了一把直播带货的
魅力，“咱们的吉县苹果
颜色红润、皮薄质脆、香
甜爽口、绿色安全，具有
补心益气、生津止渴、健
脾和胃、利咽润肺、美容
养颜等功效……”作为一
名老农业人，魏长安推销
起农产品来游刃有余。

市农业农村局党办主任张朝光告诉记
者：“今天组织咱们的离退休老党员、老干
部来参观，他们都是在农业农村局一线耕
耘多年的老同志，这次让他们来感受下现
在临汾农业农村工作转型发展取得的新成
就、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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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秦晓健 乔 颖） 6月 23
日至24日，市畜牧发展中心组织召开全市生猪
生产恢复发展培训暨曲沃现场会。

会议指出，5月份，全市生猪存栏和能繁母
猪存栏双双增长，生猪生产恢复情况与全国情
况基本一致，但增长幅度低于全国水平。对标

“2020 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水
平”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必须抓紧时机，交流
经验，借鉴做法，推动生产。

会议肯定了曲沃的经验，号召大家向曲沃

学习，高度重视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工作，坚决扛
起生猪生产恢复发展的工作责任；主动对接服
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猪
产业；积极与大型养殖集团对接，推动实施大场
帮小户，快速扩大生猪产业规模。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考察了曲沃县晋恒昌
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山西宏宇瑞利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曲沃羊得福养殖专业合作社，了解了曲
沃县晓平养殖场、山西瑞宏福牧业有限公司的
生产情况，学习了曲沃生猪企业增养扩养经验。

全市生猪生产恢复发展培训暨曲沃现场会要求

主动对接服务 扩大产业规模

政务信息

▶ 图为6月26日下午，襄汾

县的手工艺人在直播带游带货活

动现场制作非遗产品太平绣球。

本报记者 苏亚兵 摄

本报讯（记者 张玉萍） 近日，在尧都区
屯里镇韩村文体休闲广场，三三两两的村民正
在广场上休闲健身，这是该村 6个体育锻炼场
所中的一个。有着 3200口人的韩村常年活跃
着健身操、太极拳队伍，还有兼职的体育锻炼
指导员，村民的体育健身意识很强，活动项目
丰富多彩。这只是我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成果
的一个缩影。

随着我市体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完
善，健身氛围也日益浓厚。体育场、体育馆、体育
公园等地成为人们锻炼健身的好去处，健身操、
太极拳、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成为大众喜爱
的体育健身运动项目。据统计，目前全市每周参
加 1次及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达 237.76万人，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163.61万人。

公共体育设施是全民健身的前提和支撑。近
年来，我市持续加大投入，重点建设了一批便民
利民的体育场馆，不断提升全市体育公共基础设

施水平。在市级层面，围绕城市社区建设“15分钟
健身圈”，打造“百里汾河文化体育长廊”，建成了

“国家级体育公园”——市汾河生态体育公园、
“山西省冰上运动基地”——临汾冰世界、“射击
射箭运动基地”——市射击飞碟靶场，进一步完
善了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有效提升了全民健
身运动水平；在县级层面，目前全市17个县（市、
区）建成体育场12个、体育馆9个、全民健身活动
中心9个、体育公园38个、健身步道134个、农村
体育场地 2646个、“15分钟健身圈”的社区 165
个，全市基本形成覆盖“市、县、乡、村（社区）”四
级的公共体育设施体系。我市还积极推动各级各
类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目前全市
21个公共体育设施（12个体育场所和 9个体育
馆），全部实现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围绕“强健体魄·阳光生活·共享青运”这一
主题，“十三五”期间，全市各级全民健身活动达
到千余次，累计参与人数达到200余万人次。

我 市 全 民 健 身 驶 入 快 车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