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上蒲县翠屏山，县城风貌一览无
余。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蒲县昌平东
街北侧的保障性住房在建项目——它
的规模最大，10栋在建高楼错落有致、
大型塔吊往来旋转；它的楼层最高，已
经封顶的24层高的楼房如鹤立鸡群；它
的氛围最火热，大型机械作业的轰鸣声
和楼内叮叮当当的施工声此起彼伏。

日前，记者走进市重点工程项目——
蒲县昌平东街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现
场。该项目是蒲县重点民生工程之一，
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为棚户区改造工
程 ，总 投 资 约 3.67 亿 元 ，用 地 面 积
35497.93 平 方 米 ，规 划 总 建 筑 面 积
87348.76 平方米，拟建 24 层住宅楼 3
栋、17层住宅楼 2栋，建成后可提供安
置住房 578套；二期工程为保障性住房
工程，总投资约 3.4 亿元，用地面积
15960 平 方 米 ，规 划 总 建 筑 面 积
80001.24 平方米，拟建 24 层住宅楼 5
栋，建成后可提供安置住房496套。该项
目还包括沿街商业、地下车库、道路及
场地硬化工程、绿化工程等相关基础配
套设施，一期工程还配套建设幼儿园。

昕水河穿城而过，沿河路的绿色防
护墙上，“共建美好家园”的大字异常醒

目。记者在全封闭的施工场地看到，已
封顶的楼体气势雄浑，升降架悬在墙面
上，工人们正在对外墙进行粉刷；未封
顶的楼体全部被脚手架和绿色防护网
包裹，隐隐可见工人师傅们正在捆扎钢
筋；混凝土罐车往来穿梭，大型泵车手
臂高悬，将混凝土送上高高的作业面；
几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手持对讲机
通话，引导塔吊进行吊装作业。

项目经理张华雄介绍，一期工程于
2018年5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11月底
竣工，目前 1#楼和 3#楼主体已经封顶，
即将进入外墙和室内装修阶段，2#楼、
4#楼和7#楼的主体也将封顶；二期工程
自2019年7月份开工建设，计划2021年
7 月底竣工，目前 5#楼主体施工至 10
层，6#楼主体施工至 20层，8#楼主体施
工至12层，9#楼和10#楼主体施工至15
层。

“目前工程正在快速推进，估计 10
月底一期工程的 5栋住宅楼就可以分
房。”张华雄说。

该项目能够严格完成施工节点并
非易事，复杂的施工条件给工程推进设
置了不少障碍。项目部技术员牛李涛告
诉记者：“由于临近昕水河，地下水水位

较高，我们根据地勘报告及实际情况确
定，地下水位位于垫层以上3米。施工环
境属于群楼施工，场地狭窄、交叉作业，
工地的道路、加工区、车库、主楼、塔吊
等位置及施工顺序非常复杂，但又是必
须提前考虑的因素，稍有不慎就会出
错。”

项目部编制了详细的施工部署和
施工组织设计以及降水、支护方案，进
行分区分段施工，经过不懈努力，将水
位成功降至垫层底。

牛李涛说：“最难的是集水坑和电
梯井，它们都在垫层以下 1米更深的部
位，我们通过设置钢板集水箱，成功截
水、止水，同时钢板箱体能够当作外模
板施工，在节约成本、提高工效方面都
有显著效果。”

这项民生工程受到当地群众的密
切关注，尤其是项目一期作为棚改项
目，涉及上百户居民的原
址还迁。年逾七旬的曹大
爷是此地的原住户，目前
正在亲戚家借住，他说：

“我每天都在附近的广场
观看工程进度，希望早点
搬进新家。以前这一大片

都是平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房子都
有。一辆车堵住道路，所有人都过不去。
基础设施差，没有集中供暖，排水也是
自然排放。”

“保障房项目就是基于改善县城面
貌、提升人居环境实施的。县委、县政府
下了决心，要把这个项目建成标准最
高、设施最完善、环境最好的现代化小
区。”蒲县住建局总工程师陈亚明说。

陈亚明指着已封顶的 3#楼告诉记
者：“这栋楼 24层，是目前县城最高的
楼。这里将建一个现代化的小区，各项
基础设施完善，楼间距合理，人车分流，
还有配套的幼儿园，西边就是在建的东
关小学。等工程完工后，老百姓搬回来
会比以前过得更舒心。”

张华雄表示：“我们将高标准、高质
量、高速度推进工程建设，争取让当地
群众早日住上新房。”

平地起高楼 为民筑良居
——走进蒲县昌平东街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现场

本报记者 柴云祥 霍 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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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捧紫砂泥、一把紫砂壶，从儿时的喜欢到如今
的痴迷，王仙鹏把爱好变成事业。

一颗紫砂心、一生紫砂情，从初始时的热爱到如
今的执着，王仙鹏把事业做成责任。

众人周知乡宁县因煤而兴，却不知乡宁因陶而
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宁紫砂陶器畅销 21个省、
市、自治区，还出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曾有“南
宜兴、北乡宁”的美誉。

王仙鹏从小就在乡宁县西坡紫砂厂边长大，父
母是厂里的职工，他上下学路过厂子总要去看老艺
人做工，看着看着就忘记了上学、看着看着又忘记了
回家……这一看，就从小学看到了初中，看到了随着
乡宁煤炭产业突起紫砂产业趋于沉寂。窑火熄灭，厂
子关停，山上的紫砂静待风雨岁月洗礼，王仙鹏把对
紫砂那份独特的情怀深深藏进内心。

“放不下，真的放不下。”长大成人后，王仙鹏从
事的工作和紫砂完全不沾边，但他却经常一个人上
山找紫砂矿，走遍乡宁的山山水水，哪里有天然颜
料，哪里有好矿，他都了然于心。王仙鹏还带着家乡
的紫砂原料请紫砂专业研究机构分析泥性，并隔三
岔五往宜兴跑，拜访国家级紫砂工艺大师，了解宜兴
乃至全国紫砂产业发展现状。去一次，收获一点，日
积月累，王仙鹏越来越有门道。再去山上找矿时，把紫砂放舌尖上，他就能从紫
砂融化成砂砾的时间上判断出这捧紫砂能烧到多少度。

时间一天天过去，老紫砂厂的手工艺人也一天天老去，技艺没有传承就意
味着失去。“不能再等了，我不能眼看着乡宁紫砂技艺失传。”2017年，王仙鹏找
到 5位老紫砂艺人，“你们愿意把老手艺传承下去吗？”得到的答复都是：愿意！
于是，王仙鹏又敲开了老紫砂厂厂长王致明的家门，“老厂长，和我去趟宜兴
吧！”王仙鹏眼里的光折射出重振乡宁紫砂荣光的决心，王致明仿佛看到了乡宁
紫砂的未来。

到了宜兴的第二天，王仙鹏就定制了窑炉和模具等设备，“对紫砂行业的领
军人物和工艺大师、民间紫砂工作坊和手工艺师傅了解越多，对紫砂产业了解
越多，我就越有心劲儿！紫砂产业来钱不快，但这份传统工艺必须传承。”回到乡
宁，王仙鹏注册成立了乡宁金砂紫陶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因为执着，童年的记忆变成现实；因为坚持，这项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才能从沉寂中重新焕发生机。

匠人有匠心。公司成立后，王仙鹏潜心把静态的原矿变为一件件极具文化
特色、富含艺术美感的手工艺品，并和老艺人一起传授、带领美术系毕业的大学
生加工、制作紫砂产品。“我们这里现在是非遗传习基地，这两天刚把培训室收
拾出来，今年计划培养 200位初级工艺师。”在王仙鹏看来，传承才能赋予紫砂
光芒和力量。

匠人还有“犟心”，“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劣质假冒紫砂壶，对工匠精神产生着
巨大的冲击。”然而，无论公司起步如何困难、发展如何艰难，王仙鹏始终坚持做
纯天然原矿紫砂壶。纯原矿泥可塑性差，壶不易成型，他就一遍遍重复山中选料
到高温烧制这个过程，“自己专注严谨，产品才经得住考验。”的确，每次重复都
会进步。如今，王仙鹏突破窑变技术，可以配制 20余种颜色的泥料，极大地丰富
了紫砂制品的颜色。

每把壶都精巧别致、色泽鲜美，乡宁金砂紫陶工艺美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6
大系列 120余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迈出了国门，销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他让泥土有了生命和意义。

登上我市第二届“平阳工匠”选拔赛的舞台，王仙鹏没有展示成绩，而是拿
着一把紫砂壶静静讲述他和紫砂的故事，“我希望能让大家都了解乡宁紫砂。”
近年来，乡宁县委、县政府提出“振兴乡宁紫砂”，打造“中国北方紫砂之都”的远
景规划，紫砂陶产业将成为继乡宁主焦煤之后，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又一新引
擎。

“这对创业投资者来说是难得的‘乡宁机遇’，但对我来说，眼里只有手中这
把壶。小时候是放在手中把玩，现在我视它们为珍宝。窑火生生不息，制陶技艺
代代相传，这是我一辈子心之所向。”说这话时，王仙鹏眼里是有光的。

方寸紫砂泥，咫尺匠人心。如
今，乡宁紫砂产业迎来了又一个
春天。紫砂，熬得过岁月沧桑，装
得下文化奇想，王仙鹏用一颗匠
心，虔诚回报童年时的紫砂岁
月。一捧神奇的紫砂泥，正在他
的指尖绽放生机。

今年 6月是第 19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我市紧紧围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
线”活动主题，动员全市各相关部门、各类生
产经营单位，集中开展了一系列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主题活动，进一步强
化了安全发展观念和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普
及了安全知识，提升了全民安全素质。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活动期间，根据
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我市线上线下同
步进行，以网络直播和现场互动共同参与的
方式，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
式、“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行动、安全生产
云课堂授课和警示教育、“安全宣传咨询日”
和应急演练、“平阳平安媒体行”活动、安全
宣传“五进”和文化创建活动、全国安全知识
网络竞赛答题和安全直播等10项活动。

集中演练“实战”检阅

6月 1日，“安全生产月”第一天，市安
委会在东芦油库举办了2020年全市“安全
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危险化学品应急
演练观摩会。6月17日，我市又在蒲县宏源
集团凤凰台煤业有限公司开展了 2020年
全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暨煤矿顶板事故应
急演练观摩会。这两场大型应急演练，集中
展示了我市在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工作中
取得的成绩和成果，在社会基层掀起了“筑
牢安全防线”的宣传高潮。

成勇是蒲县宏源集团凤凰台煤业有限
公司的员工，为了参加煤矿顶板事故应急
演练活动，他把自己的家事放在一旁，专心
投入演练。“这场演练，完全按照真实事故
模拟进行。我们在演练之中，大到每一个指
令，小到每一句对话，都严格按照真实事故

处理。”成勇说，参加这样一场演练，是一次
非常重要的学习机会。

6月份，市直各单位、各行业企业以各
自领域为中心，分别组织开展了各类演练
活动，营造出安全生产与应急演练队伍“大
练兵”的“铁军”形象，为我市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月”主题活动开了个好头。

安全宣传 入耳入心

为了更好地宣传活动主题，6月8日至
14日，由市安委会举行的“平阳平安媒体
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期间，由临汾
广播电视台、临汾日报社、山西新闻网和黄
河新闻网等媒体受邀组成的媒体团，以跟
踪报道的方式，先后深入尧都、洪洞、霍州、
汾西、隰县等地，进企业、下农村、上机关，
深入挖掘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中的好
经验好做法，共计在12个平台刊登稿件60
余篇，在我市引起强烈反响。

根据我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安排，市
应急管理局信息宣教中心带领安全专家深
入各县（市、区）开展了安全宣传“五进”活
动。其中，煤矿专家李文斌，讲授了煤矿安
全规程和矿井灾害预防、应急逃生等科目；
危化和冶金专家杨泽兵，以近年来发生的
全国典型危化品生产安全事故为例，全面
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讲授
了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应对方法。专家的入
场讲授，让不少企业职工受益匪浅。

尧都区解放路办事处安监站站长曾庆
中，在此次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中，紧密围
绕辖区商铺多且密集的实际情况，组织社
区安全义务宣讲员，携带宣传海报挨家挨
户去送“安全”。

“以前说起安全宣传，多是以‘当心事
故’‘操心火灾’‘不当回事就试试看’等等语
气去宣传，这样的语气有些欠妥。”曾庆中
说，在此次安全宣传“五进”活动中，他提出

“送安全、送祝福”的主题，宣讲落实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和安全隐患的危险性，以小见大、
以理服人，让各店铺的经营者心甘情愿把安
全海报贴在店里，也贴在了他们的心上。

“安全生产月”期间，各类宣传活动层
出不穷。但与往年相比，我市今年的宣传活
动更注重效果和实际，少了很多形式上的
东西，多了一些实际上的内容，让安全宣传
入耳入心、直达主题。

线上讲座 互动学习

按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本年度“安
全生产月”的一些活动设在线上进行，如网
络安全知识竞赛和各类网络讲座。其中，网
络竞赛包括安全法规、安全管理、应急处
置、隐患排查、防灾避险等方面的安全知识
竞赛答题。6月16日开赛以来，竞赛答题活
动在全市范围内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
响应，参与答题达万余人。

相对全民参与的网络竞赛，我市在线
上举行的各类网络讲座凭借着专业性强的
特点，受到了一线生产工人的追捧和喜爱。
如“安全生产大家谈”云课堂，通过云课堂
学习，不但可以掌握安全生产技巧，还可以
通过这个平台交流安全生产工作中遇见的
难点，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及时解决。

“我们矿也曾想和兄弟单位交流互动，
可苦于不认识、不熟悉，一直没有达成这个
心愿。”洪洞县回坡底煤矿的王通参加这次

“安全生产大家谈”云课堂后感触颇深。他

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其他煤矿的兄弟朋
友。大家就安全生产等话题互相交流了看
法、总结了经验，在安全管理、自查自纠等
工作方面实现了分享和互动，最终实现共
同进步，让安全生产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我市各县（市、区）电视台、政府网站和
网络直播平台等媒体平台，也纷纷开展网
络视频访谈、远程在线辅导和安全生产“公
开课”“微课堂”“公益讲座”等线上活动，以
全国发生的典型事故为案例，通过警示教
育宣讲，做到举一反三，严防事故发生。

为加强安全和应急管理职教水平，培养
专业技能讲师，6月12日，我市举办了安全
和应急管理“十佳教学能手”比武大赛，来自
全市范围内从事安全和应急管理培训教学
工作的专（兼）职教师，按照行业领域登台挑
战，角逐“十佳”称号。通过比武，进一步发现
和打造一支优秀的安全和应急管理领域教
师队伍，提升全市安全生产培训教学质量。

集中行动 排查整治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在重点行业
领域结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安排，组
织安全生产领域专家集中开展“排查整治
进行时”专题行动。市安委会共出动 17个
检查组，深入各县（市、区）生产一线，以“排
查整治危化成品油”为切入点，严格成品油
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严厉打击非法经
营、储存汽油柴油等违法违规行为，并逐步
延伸到危货运输环节的安全风险隐患专项
排查行动，对企业自查自改等情况进行督
查检查，对集中整治中思想不重视、责任不
落实、推进不得力、执法不严格等问题，采
取通报约谈、警示提醒、媒体曝光等手段予
以问责，督促“两个责任”落实到位。

“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1706个企业
开展了“安全生产啄木鸟”“企业风险扫描
仪”“隐患排查显微镜”等活动，排查整治安
全风险隐患 5174 个；全市 1403 个社区
（村）、物业公司等开展了“查找身边隐患”
“专项整治纠察员”等自查自纠活动 1437
场次，排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346次，举报
风险隐患266个，积极整改，确保安全生产
大局稳定。

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我市“安全生产月”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杨 全

本报讯 （记者 郭 璞） 连日来，
山西师范大学积极践行“就业是育人
工作的重要环节，育人是全体教师的
共同使命”的工作理念，加大就业宣传
力度和帮扶力度，充分挖掘就业资源，
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工作水平。

该校定期召开就业创业专题工作
会议，分析研判就业形势，全力争取就
业资源和就业机会，千方百计为学生
就业创造良好条件、提供精准指导。各
学院多措并举，出实招、硬招，帮扶毕
业生就业。针对毕业生的个性需求，建
立就业困难学生档案，进行一对一帮
扶指导，精准推送就业岗位；主动建立
工作台账，制定推广“辅导员+班干部”
双向就业动态跟进方案，按照分班列
表、按人推进的方式，摸清毕业生的就
业动态；充分发挥校友资源，积极开拓
就业市场，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信
息，依托创业学生带动毕业生就业；通
过举办校友论坛暨就业经验交流会，
邀请优秀校友为毕业生传授就业经

验，助力毕业生就业；通过开展免费师
范生专项培训计划，提升师范生的基
本素养和教学技能；建立数据库，精准
摸排毕业生去向和就业意向，对毕业
生分类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和帮扶，
同时建立专业需求用人单位群，主动
发布 2020届毕业生情况；通过微信公
众号，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建立“学院统筹、班级推动、全员参
与”的多维就业工作机制，促进就业指
导质量和水平；号召全院教职工为毕
业生找寻就业机会，通过早了解、早规
划、早尝试、早反馈“四早”工作方式，
引导学生积极就业。

此外，各学院还通过举办主题班
会、班级 QQ 群、微信群、官方微信平
台、微博等渠道，积极宣传西部计划、

“三支一扶”、选调等国家项目计划及
相关工作政策，加强学生对特殊岗位
和国家政策的了解，鼓励毕业生到国
家最需要的地方和岗位就业，实现自
己的人生理想。

本报讯 （通讯员 赵 宏 杨元晨
常 超） 日前，人行隰县支行组织辖内6
家金融机构，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守住
钱袋子”系列宣传活动，增强公众风险
识别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责任担当意
识，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

在为期一个月的宣传活动中，该支
行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接受
金融知识咨询近2000余人次，线上答题
500余人次，智慧隰县推送《金融诚信伴
我行》课程浏览量达两千余人次，在城
镇非农安置点和农村安置点张贴宣传
画报85张，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 7 月 12 日，在我市首届青少年
五人制足球联赛上，参赛球员在球场上
竞技。该项赛事由市足球协会和市校园
足球协会联合举办，来自尧都、霍州、侯
马等县(市、区)的16支球队、130多名球
员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展开角逐。

本报记者 闫锐鹏 摄

人行隰县支行

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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