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3月4日 星期二本地要闻
高 质 量 发 展 调 研 行

乡村行乡村行··看振兴看振兴

新闻 现场

根据《临汾市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
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拟引进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2025年3月4日—2025年3月10日。
公示期间如有问题可通过监督电话如实反映。
监督电话：0357-6718629

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
2025年3月4日

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 2024 年拟引进高层次紧缺急需人才公示

本报讯（记者 郭秀婷）日前，临汾
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京东方明星影业有限
公司签订电影《永恒的光华》拍摄合作协
议，标志着双方将在红色文化影视创作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动红色资源
的传承与发展。

电影《永恒的光华》以革命烈士董
光华为原型，讲述了他从一介文弱书生
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直至英勇
牺牲的革命历程。董光华在19岁担任乡
宁县二区区委书记期间，全身心投入抗
日斗争，为掩护同志撤退不幸被捕，最
终壮烈牺牲。为纪念董光华烈士，乡宁
县委将二区区政府所在地牛王庙改名
为光华镇，并将董光华牺牲之地蝉峪河

前湾改名为烈士湾。该影片剧本已获相
关部门审读通过，并取得山西省电影局
备案许可。

签约仪式上，临汾职业技术学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签约是学院践行红
色文化教育的重要举措，学院将充分发
挥自身专业优势和人才资源，为影片拍
摄提供全方位支持，同时通过参与影片
拍摄，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
增强爱国情怀。

据悉，该影片计划于 3月 13日在我
市开机拍摄，拍摄周期为一个月左右，后
续将通过全国院线、央视电影频道等平
台播出，届时观众将通过大银幕感受革
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东方明星影业有限公司

签订电影《永恒的光华》拍摄合作协议

初春时节，万物萌发。眼下正值小
麦春管期，翼城县 4万多亩麦田采用水
肥一体化技术，变传统漫灌为现代滴
灌，变漫撒肥料为精准施肥，改变传统
农业生产模式，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推动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漫步在翼城县唐兴镇古城社区的
300亩小麦示范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滴
灌管道如同农田的“毛细血管”，将水与
肥料精准地输送到每一株作物的根部。
田间管理员李军卫站在地头，操作着手
机，目光向田间望去。“这块地有 6个阀
门，以前没有智能化时，每次浇地都需
要将每个阀门逐一打开，浇完之后再依
次关掉。自从开启智能化后，只需在手
机上轻轻一点就能操作打开，浇完后也
可以在手机上将其关闭，十分方便。”李

军卫说。
该示范基地的智能化管护只是翼

城县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的一个缩
影。2023年，该县率先引入水肥一体化
技术，实现了灌溉与施肥的同步进行，
通过智能控制系统，根据作物不同生长
阶段的需求，精确调配水和肥料的用
量，真正做到了“按需供给”，让肥料利
用 率 提 高 30%，水 资 源 利 用 率 提 高
50%，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减少了
对环境的污染，开启了翼城县农业生产
的新篇章。

现场，技术人员正认真指导教学，
“接滴灌带时一定要把出水孔朝上，
不然容易堵塞，另外要多往里面插一
些，否则水劲大了就很容易憋掉。”为
确保水肥一体化技术顺利实施，翼城

县农业农村部门提供全方位支持，组
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地开展技术培
训和指导，帮助农户掌握设备操作和
维护技巧，并按每亩最高限额 270 元
给予补贴。

科技赋能，切切实实让农户省时
省心省力。“我种了 300多亩小麦，起初
都是用大水漫灌，每年从开始春浇到
结束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特别耗费
人力和时间。”种植户贺金虎直言，

“去年，我的部分小麦地也采用了水肥
一体化技术，100多亩地浇完用了不到
一周时间，省时省力，今年我决定 300
亩地全部实施水肥一体化，春浇结束
大约能节省一半时间，关键还特别节
省肥料。”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推进了

农业生产智能化、精准化管理，也为
高效种植、稳定增产夯实了基础。翼
城县农业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李
瑞介绍：“全县小麦水浇地面积 12 万
余亩，计划实现 7 万亩小麦水肥一体
化灌溉，亩均增产 200斤，小麦可增产
1400 万斤，为‘吨半粮’提供技术保
障，也为全县小麦单产提升打下坚实
基础。”

随着翼城县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
用面积扩大，该县还积极探索现代农业
发展与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的深度融合，为保障粮食安全和推动乡
村振兴作出贡献。

科技赋能 高效春管
本报记者 赵 俊 王 凯

占据整面北墙的大屏幕上，两台300MW热电联产机组
运行时的功率、温度、效率等数据清晰直观，控制台上20台
电脑一字排开，值长、监盘人员、巡检人员紧盯各个生产环
节的实时状态，密切监测机组运行状态……

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公司的集控室。初春时节，行走在
该公司集控室、生产现场、封闭式储煤场、运煤大道等地，处
处是能源保供的忙碌场景。

大唐临汾热电公司作为市区的主要电源点和热源
点，承担着超过 1650 万平方米、数十万用户的热源供应
任务。进入 2024-2025“采暖季”以来，该公司面对迎峰
度冬的挑战，成立了能源保供领导小组，每日召开调度
会，分析研判形势，细化保供措施，完善应急预案，全面
加强燃料保障、生产调度、隐患排查、消缺维护等各方
面力量，增加热网首站和重点区域的巡检频次，及时消
除缺陷隐患，保障了发电机组及热网系统的安全稳定
运行。

该公司计划营销部主任聂政国说：“在连续优质完成
14个‘供热季’民生保供任务的基础上，截至 2月 26日，这
个‘供热季’已完成供热量 572万吉焦，全力保障了能源安
全稳定供应和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在该公司汽机运转平台，两台汽轮发电机组高速运
转，源源不断地向外部输送清洁的电能和热能，运维人员
各司其职，认真巡检每一处设备、每一个环节。该公司生产
部门严格日常作业计划管理，做好现场设备的巡检、维护、
消缺工作，尤其是春节期间，该公司做好物料储备，强化值
班值守，进一步加强供热参数的监控和分析，合理调度机
组运行方式，平衡双机供热量。

仓中有“粮”，保供不慌。在该公司运煤大道上，一辆
辆新能源重载货车满载煤炭，在智能接卸调度中心的指
挥下有序入厂；在全封闭煤场内，新能源电动推煤机正
驶上煤台开展忙碌的卸煤作业。该公司燃料物资部持续
优化燃料结构，按照“中长协稳定供应、优质市场煤适量
补充、开展配煤掺烧出效益”的思路，疏堵点、抓重点、攻
难点，根据气温及负荷预测，密切跟踪各矿点道路运输
情况，确保道路通畅后第一时间加大调运量，保障机组

“口粮”充足。目前，储煤场动态库存可维持双机连续运
行 15天以上。

该公司设备工程部主任王鹏介绍：“公司严格按照
能源双控文件要求执行达标排放，严控小时均值超标，
同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深化

‘一月一系统’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抓好高风险作业、特
殊时段、‘小散边远’区域作业管控，确保设备安全稳定
发电供热。”

目前已经进入 2024-2025“采暖季”的收尾阶段，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孟庆
文说：“安全是最大的政治也是企业最大的效益，我们将担当起‘能源保供、绿色发
展’的职责使命，持续做好生产调度、运行管理、设备巡检等工作，全力保障能源安
全稳定供应，确保本年度‘采暖季’的保供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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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轻绕，黄土地上铿锵的鼓点悄
然唤醒沉睡的村庄。3月 1日是农历二
月初二，民间俗称“二月二，龙抬头”，汾
西县团柏乡上团柏村举行2025年“金蛇
纳福”乡村文化节暨首届锣鼓交流会。
来自汾西、洪洞、霍州的 11 支锣鼓队
500多名锣鼓队员欢聚一堂，为观众呈
现了一场充满激情与传统文化魅力的
视听盛宴。

一大早，田间小径上，扛着鼓槌的鼓
手、架着直播杆的青年、拄拐蹒跚的老

者，纷纷涌向村委大院，他们脸上洋溢着
对这场交流会的期待与喜悦。团柏乡卓
越锣鼓队的《开山鼓》率先擂响，铜镲相
击迸出火星，鼓阵中，队员们个个精神
抖擞，队长仇小梅挥舞着手臂指挥现场，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表演结束后，
仇小梅眼里依然闪烁着激情：“我们白天
握锄头，夜里练鼓点，就是为了展现我们
团柏乡的精神风貌！”村民王拽龙踮脚张
望，忍不住跟着节奏跺脚：“看这力道！给
她们点赞！”身旁的村民举着手机录像，

记录下精彩瞬间。
百米外的候场区，洪洞县传统锣鼓

队的老艺人们正用粗布擦拭鼓面。鼓面
牛皮泛着深褐色包浆，队长程北成轻叩
鼓边：“这不仅是一面鼓，还是我们这些
传承锣鼓文化的老艺人的情感寄托。”

“家人们！这就是咱临汾的‘重金
属’！”汾西丁香花威风锣鼓队队长郭
莉在直播间介绍起来。随着《好日子》
的旋律响起，红衣鼓手边舞边打鼓，直
播间弹幕瞬间刷屏。观众们纷纷赞叹：

“这才是文化自信！”“太飒了！”汾西丁
香花鼓乐团团长郭红芳表示，传统威
风锣鼓讲究气势，她们在表演中融入
了舞蹈的柔美，这一创新不仅赢得了
围观村民的阵阵喝彩，更在年轻人中
引发了强烈共鸣。

日头近午，压轴登场的上团柏村
锣鼓队将气氛推向了高潮。汾西县非
遗威风锣鼓代表性传承人张晓鸣难掩
激动：“这次交流会，11 支锣鼓队同台
切磋，有力提升了晋南锣鼓的整体水
平，也让非遗在传承创新中焕发了新
活力。”

锣鼓敲出精气神 奏响春日奋进曲
本报记者 亢亚莉

一版责编：刘一平 校对：弓小琴 二版责编：孙克斌 校对：范雅楠 三版责编：陈 娴 校对：弓小琴

近年来，乡宁县聚焦社会需

求，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技能培

训，涵盖家政、烹饪、育婴员等领

域，全力打造再就业机会。图为

近日举办的培训班上，老师以模

拟实训的方式为学员细致讲解

婴幼儿护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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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2024年，全市农产品加工
企业销售收入325.042亿元，完成省定目
标任务的104.5%，同比增幅12.8%；全市
县级以上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完成 183.8
亿元，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 107.5%，同
比增幅 16.3%。在“临汾优选”区域公用
品牌建设上，投入 1800万元，对 10款优
质产品进行统一包装提档升级；运营太
原品牌形象店、太原南站综合体验店，荣
获 2024年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
力指数全国百强榜第43名（全省第一），
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授
权企业全年销售额53.49亿元，带动销售
额141.76亿元。在农产品品牌创建上，全
市绿色有机农产品新认证65个，“圳品”
新获证 18个，5个产品成功入选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在智慧农业发展上，
投入1.87亿元，建设7个市级、18个县级
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加快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上，全年培训
高素质农民6365人，完成率100%。

农业农村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乡村变化日新
月异。近年来，我市积极争取上级资金，
扎实开展农业农村各类项目建设，一系
列项目的有序实施，为农业农村发展带
来了巨大变化。

2024 年，我市认真组织实施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136”项目工程，印发
了《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136”项目工
程实施方案》，坚持以 10个标杆项目为
引领、以 30 个重点项目为突破、以 60
个特色项目为支撑，推进农业强市建
设 。全年“136”项目总投资 102.54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42.55 亿元，年度实
际完成投资 44.46 亿元，投资完成率
104%。落实中央及省级财政支农项目
资金支付，全市共争取到中央及省级
转移支付资金 13.68亿元。中央资金共
支付 6.9亿元，支付率排全省第 2；省级
资金共支付 5.6亿元，支付率排全省第
3。加快推进中央预算内项目建设。全
市 6 个项目累计争取中央资金 2.55 亿
元。新建项目全部完成实施方案批复。
同时，我市持续深化土地承包管理、农
业生产托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改革，不断激
发乡村发展活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色更足

春节期间，蒲县黑龙关镇武家沟村
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这里依托“西戎故
里”等资源，实施村景一体化建设，通过

“旅游+”的方式，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
客前来参观。

武家沟村是我市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的一个示范点。2024年，我市多
措并举，积极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成效显著。组织开展“百村示范、
千村提升、全面整治”行动。筹措资金
9789.62 万元，建设精品示范村 47 个、
提档升级村 299 个。组织各县（市、区）
开展“一县一亮点、一县一精品村”创
建，打造工作亮点和示范样板；开展学
用“千万工程”经验专题宣讲，推进常
态化宣讲；有效助推全市乡村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稳步提
升。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印发
了《临 汾 市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2024年行动方案》。在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行动上，大力开展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专项攻坚行动，全市共计建成
固定、移动式中转站 195 座，建成地埋
桶 721个，配备垃圾清扫收集车辆 4912
辆，配备大型转运车辆 135 辆，实现 17
个县（市、区）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全
覆盖。在农村厕所革命行动上，完成新
改农村户厕 7810 户，完成率 100%。在
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动上，
全市秸秆可收集量 217.1万吨，利用量
203.4 万吨，综合利用率 93.68%；山西
省下达的 18个规模养殖场粪污设施建
设任务全部完成。同时，我市积极开展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动和特色风貌塑
造行动，努力营造良好居住环境。扎实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党建引领，
2024 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 3 个典型
案例洪洞县“联手说事”、蒲县山中村

“道德银行”、翼城县郑庄村“亮晒述问
评”被我省选送农业农村部，洪洞县

“联手说事”作为我省唯一案例入选全
国 2024年度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典型案
例。弘扬优秀农耕文化，组织开展“大
地流彩-临汾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活
动，乡宁县成功举办全省农耕文化赋
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培训班。推进农
村移风易俗，开展农村移风易俗重点
问题专题调研和以“抵制高额彩礼 推
行文明殡葬”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印发
了《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
工作方案》，翼城县桥上镇庄里村的村
规民约制度上墙、明确规定村民礼金
不超过 100 元等做法赢得上级肯定和
表扬。

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2024年，我市全面落实中央、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工作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成效。

我市按照巩固衔接“1265”工作思
路，围绕“三落实一巩固”，坚决扛牢责
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监
测帮扶方面，新识别监测对象 1556 户
4058人，全部落实帮扶措施。就业帮扶
方面，全市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12万余
人，其中省外务工35000余人，均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全市脱贫劳动力一次
性 交 通 补 助 累 计 向 65700 余 人 发 放
5307.17万元；全市脱贫劳动力稳岗补助
累计向40600余人发放4873.44万元。产
业帮扶方面，衔接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
展的比例保持总体稳定，优先保障到户
项目。“雨露计划”教育帮扶方面，共资助
技校、中职、高职学生6891人。驻村帮扶
方面，各级帮扶单位投入帮扶资金共计
6000 余万元，引进帮扶资金共计 1.284
亿元，实施万元以上帮扶项目共计 319
个。各级帮扶单位及驻村干部助销帮扶
村群众农产品共计6400余万元，帮助帮
扶村群众务工就业共计30500余人。

市委农办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
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栗俊昌表示，一
年之计在于春，春耕春管已经打响了“三
农”工作的“第一仗”。下一步，全市农业
农村系统将按照上级部署要求，深入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聚焦粮食安全、
巩固衔接、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农民增收入，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
新局面，为我市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
为”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绘就乡村振兴宏伟蓝图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家园

（上接第1版）着力推动文化和科技、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着力构建更有效力
的国际传播体系，推动新时代文化强市
建设迈出新步伐、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
攀新高峰，为加快实现“三个努力成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
利文化条件。

会议要求，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要聚焦高擎思想之旗、筑牢信仰之基，持
续践行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
聚焦鼓足昂扬之气、凝聚奋进之力，持续
壮大自信自强、勇毅前行的主流声量；聚
焦汇聚文明之光、点燃精神之炬，持续涵
育见贤思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聚焦
深耕文化之脉、赓续民族之根，持续做好
汲古润今、推陈出新的传承文章；聚焦锻
造文化之魂、厚积动能之势，持续赋能文
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聚焦砥砺
担当之责、挺膺实干之姿，持续强化安不

忘危、有备无患的底线思维。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切实抓好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
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
打胜仗的宣传铁军。要在对党忠诚、对标
对表上作表率，在锤炼本领、提高能力上
作表率，在攀高比强、爱拼会赢上作表
率，在遵规守纪、守住底线上作表率，努
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为加
快实现“三个努力成为”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与会人员共
同观看 2024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纪实片。市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各县
（市、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管
负责同志，市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各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省驻临记者站主要负
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全 市 宣 传 部 长 会 议 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