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城县西仵镇严格部署
拧紧“ 安 全 生 产 阀 ”

本报讯 2月18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黎城县西仵
镇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把“安全
生产第一课”上在企业、车间、班组。

用心上好“开工第一课”。西仵镇召开节后企业安全生
产“开工第一课”，组织各企业负责人观看安全警示教育片，
邀请安全专家为企业负责人授课，对企业开工前各项准备
工作进行培训学习。各企业采取召开安全生产大会、学习
相关条例、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切实提升员工安全生产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提高安全生产管理的专业化、智能
化、精细化水平。

用行答好“新年第一题”。强化网格化管理，组织安全
生产网格员深入一线，重点检查企业开展“开工第一课”情
况，并对节后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强调，切实拧紧节后
复工“安全阀”。此外，各网格员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
流主要风险点，检查消防设施、生产台账、应急预案等，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相关措施，科学制定工作计划。

用力守好“安全第一关”。建立健全长效机制，通过悬
挂横幅、入企走访、应急演练、微信推送等多种形式，督促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教育引导员工切实增强安全意
识、落实安全措施。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查找
安全生产薄弱环节，严格落实即查即改责任制，有效杜绝

“三违”现象发生。 （李剑力）

开通运营后首个免费节假日

黎霍高速黎城至沁源段
全 线 运 行 安 全 平 稳

本报讯 记者李瑞 通讯员崔玉强报道：日前，记者自相
关部门获悉，春节期间，黎霍高速公路黎城至沁源段入口服
务57112车次、出口免费56729车次，全线运行安全平稳。

今年春节是黎霍高速公路黎城至沁源段开通运营后
迎来的第一个免费节假日。为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广大人
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黎霍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提升出行
服务品质为导向，推出“1351”便民服务包，即提供实时路
况信息 1 分钟内完成、提供实物物品 3 分钟内完成、提供简
单医疗救助 5 分钟内完成、提供简易维修服务 10 分钟内完
成，打造便捷高效的出行环境。

春节期间，黎霍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保
畅方案，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物资到位。
其中，黎城西收费站科学调配人力和设备资源，优化收费
车道布局，通过增设小型客车免费专用车道，提升车辆通
行效率；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值守制度，并与交警、路网保
障、养护工区等加强联勤联动，快速有效应对各类突发状
况。沁县西收费站依托“红色驿站”便民服务台，备足便
民服务用品，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为司乘
人员提供更暖心、更便捷的服务。沁源收费站通过增加保
畅人员，确保入口超限车道、ETC 车道、出口货车道有专人
值守，工作人员前置疏导，做好客货分流，确保车辆安全、
快速通行。

2月18日，沁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沿街商铺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宣传人员走进沿街商铺，
重点查看是否存在私拉电线、电线混乱现象等，并向
商家讲解正确使用灭火器扑救初期火灾方法以及火
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常识技能。 本报通讯员 摄

（上接第一版）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又一个重要年份，主要任务是谋

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时代新篇。要坚持用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解决发展中
的问题、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继续抓好有利于
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保障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的
改革举措，集中解决最关键、最迫切的问题。要科学谋划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聚焦妨碍中国式现代化顺利
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明确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
攻方向、推进方式，突出改革问题导向，突出各领域重点改
革任务。改革举措要有鲜明指向性，奔着解决最突出的问
题去，改革味要浓、成色要足。要充分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
性，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举全党全国之力抓好重大改革任
务推进和落实，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基层
和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
动形成勇于创新、真抓实干、开拓奋进的浓厚改革氛围。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上接第一版）多形式举办“安全大讲堂”，努力形成全社会
安全风险防范自觉。

对照检查，强化防控，推动安全生产大警示。活动期
间，我市将组织集中观看各类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片。
开展一系列常态化应急演练活动，各县区、市直各部门组织
开展有效的全员应急演练；各企业开展事故应急和从业人
员自救互救技能演练；农村、城市、学校、家庭等重点部位、
关键环节，分别针对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地震逃
生、防溺水、燃气安全、电动车充电安全以及高层建筑、城市
重点场所的安全风险防控，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和情景模拟、
实战推演、逃生演练和自救互救等活动。同时，还将不定期
公开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严重
失信企业，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整改仍组织
从业人员冒险作业，对抗安全监管监察，瞒报、谎报、迟报生
产安全事故等严重失信行为，一律纳入联合惩戒管理，予以
重点曝光。

·新年景 新变化【新春走基层】

婚姻登记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
事项。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九，龙年首个
工作日，我市各县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秩序
井然、热闹喜庆。

8时50分，潞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
作人员提前到岗，检查设备、网络等运转情
况，为群众营造高效、温馨的环境。“每对新
人都希望能讨个好彩头，我们要以崭新的精
神面貌迎接他们的到来，用贴心服务见证新
人甜蜜时刻。”负责人王峰波说。

9 时许，一对对情侣陆续来到婚姻登记
处，在等候办理的间歇，拍照、录视频，留下
美好的纪念。作为第一对登记结婚的新人，
徐先生和常女士兴奋不已：“新年新角色，

我们选择今天领证就是希望新年开个好
头。”仅用10分钟，两人办完一系列手续，顺
利领到了结婚证。“没想到是第一对登记结
婚的新人，希望好运伴一年，伴一生一世。”

在沁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张女士和王
先生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很快填写好信息，
签字、按手印，彼此脸上洋溢着幸福甜蜜的微
笑；宣誓台前，他们深情拥抱，用一张张照片，
记录下这值得珍藏纪念的幸福时刻。“早晨
出门前，我们又打电话确认了需要准备的资
料，工作人员热情耐心，办理速度也很快。”
看着手里的结婚证，王先生高兴地说。

打破户籍界限，婚姻登记更便捷。当
天，在潞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黎城县户
籍的李女士和男朋友领取了跨区域办理的
结婚证。

“从出家门到领取结婚证，只用了一个
多小时，真是太方便了。”得知我市已经实
行婚姻登记全市跨区域通办，李女士早就想
和男朋友来这里办理结婚登记，“我们俩都
看上了今天这个日子，提前通过网上进行了
预约，现场办理效率高，我们非常满意！”

“男女双方或一方为长治市户口，就可
以在全市范围内任一县（区）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结婚登记，放宽了结婚登记户籍限制，
方便了群众就近办事，也给了大家更多的自
主选择权。”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岳英平说。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自 2023 年
12 月 1 日，我市实现婚姻登记“全市跨区域
通办”以来，共办理婚姻登记 5261 对，婚姻
登记“全市跨区通办”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
的认可。

同一天，在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来自
壶关县的李先生和马来西亚的女朋友领到
了结婚证，成为我市春节开工首日涉外婚姻
登记的首对新人。

“我们春节前就打电话咨询了办理结婚
登记需要的证件，从审核到领证，不到半个
小时就办好了。”李先生和女朋友平时在外
地，工作比较忙，俩人商量趁春节挑个好日
子办理结婚登记。“流程简单，效率高，工作
人员引导我们办理，服务很贴心。”

新年景、新起点。春节后上班首日，我
市共办理婚姻登记 117 对。下一步，我市民
政部门将继续优化民政服务体系，提升婚姻
登记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供更加优质、便
捷、高效的婚姻登记服务，切实增强广大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 跨 区 通 办 ”让 幸 福 来 得 更 容 易
——春节后首个工作日117对新人如期领取结婚证

对于土生土长的沁县人来说，“金珠
不换”的“沁州黄”小米，是他们最喜爱、也
是餐桌上最寻常的美食之一。

一碗小米粥，浓浓思乡情。对于离家
近 50 年的游子——69 岁的沁县册村镇上
官村张建国来说，过年喝碗小米粥，可谓
入胃入心，回味无穷。他说：“什么是年味
儿？最浓的年味，就是家乡的味道。”

“1975 年，我走出沁县，到太原工作，
后来在太原安家落户，孩子们从小都生活
在太原。虽然远离家乡，但最让我忘不了
的就是家乡的这口小米粥。”张建国说。

倦鸟归林，落叶归根。2014 年，张建
国退休后，一有空就回沁县小住几天。“前
两年，我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了，过年过节
回来有个落脚处。”今年春节，张建国一大
家子就在老家过年。看着焕然一新的房

子、其乐融融的一家子，张建国很是开心。
张建国的儿子张磊，今年40岁。他回

忆道：“小时候，偶尔也会跟着父亲回到沁
县。每次回来都会喝小米粥，回太原的时
候再带上些小米。这些年，受父亲影响，
我也爱上了这口小米粥。”

张磊的爱人接过话茬说：“自从喝了
沁县的小米粥，再喝其他地方小米熬的
粥，总感觉差点味道。吃来吃去，还是咱
沁县的小米香。”

一碗香甜的小米粥里，流淌着游子的
浓浓思乡之情，也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
的美好期盼。

“大伯，过年好！”“叔，给您拜个年！”
从正月初一到初七，串门走亲戚成为张建
国一家人的日常。正月里除了香气扑鼻
的年味儿，就是浓烈醉人的亲情味儿。

张磊带着儿子张懿轩一边走亲访友，
一边看看家乡的变化。“没想到现在农村这
么好，这么干净，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张建国若有所思地说：“小时候回来，
上官村大多是土坯房、泥巴路，现在老乡
们住的是砖瓦房和楼房，家家通了自来
水，村里安装了路灯，乡村公路修到了家
门口，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美了，产业兴旺了。“村里建起了服
装厂、养牛场、种植基地，老乡们在家门口
就有活干、有钱赚。多亏了党的政策好！”
说着，张建国竖起了大拇指。

“以后，我要常跟着爷爷回来沁县，
因为我也爱喝这里的小米粥。”端着一
碗 小 米 粥 ，
张懿轩满是
自豪。

一 碗“ 沁 州 黄 ” 两 代 家 乡 情
本报记者 常珍珍 通讯员 王艳

本报讯 记者常珍珍报道：日前，省农
业农村厅公布 2023 年度省级生态农场名
单，全省 58 家主体被评为 2023 年度省级
生态农场。我市9家主体上榜。

推进生态农场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探索农业
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的有力抓手。此次生态农场评选，旨在加
快我省生态低碳农业发展，推进全省生态

农场建设。58家2023年度省级生态农场，
是按照《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
发推进生态农场建设实施方案（2023－
2025）的通知》要求，经主体申报、县级初
审、市级复审、省级综合认定产生的。

我市高度重视生态农村培育工作，强
化政策引领，加强技术指导，增强科技支
撑，提升市场影响，推广生态低碳农业技
术模式，引导形成了一批产地绿色、产品

优质、产出高效、生态循环的生态农场。
上榜的9家主体分别为平顺县慧拓农产品
种植专业合作社、平顺县麦丰农业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壶关县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壶关县绿色希望种养专业合作社、屯
留区康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沁县沁谷香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山西鑫熬兴综合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黎城利民农林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上党区广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我市9家主体获评2023年度省级生态农场

“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让
家乡摆脱相对贫困，而不是摆脱
相对贫困的家乡。”春节期间，宁
夏红寺堡22 岁的康艳在红寺堡第
一届电商供应商大会上向创业的
年轻人如此说。

据新华社报道：两年前，父亲
突然病故，家里欠了几十万元债
务……康艳辞去城里的工作，在政
策支持下，抓住家乡发展电商的

“风口”，成功创业。过去一年，康
艳卖头巾帽子，网络销售额超 500
万元，还清了家里欠债，还购买了
车和新房，成为大家眼中的“人生
赢家”。

康艳的成功值得我们祝贺，
而她对家乡的深情更值得我们学
习。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要
努力让家乡发展得更好，而不是
努力逃离发展中的家乡。每一个
长治人，尤其是年轻一辈，要有立
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勇气和豪情，心怀故土、情牵家乡、心系家
国，将自身发展融入长治发展大局当中，努力
在推动长治高质量发展中成就出彩人生。

对家乡最好的回报是融入。对于乡愁，对
于故乡，每个人都充满了感恩和眷恋。对故乡
最好的报答，就是融入其中，同步发展。无论
是在外打拼，还是留下来努力奋斗，都要对家
乡的发展充满感情，能出力的出力，能献策的
献策，能引资的引资，会宣传的宣传，只有真情
融入其中，乡情才有所寄，乡愁才会绵绵不绝。

对人生最好的阐释是奋斗。相对于大城
市的繁华和机会众多，小城市甚至农村的广阔
天地同样能大有可为，留下来奋斗也更具有意
义。人生因奋斗而精彩，能够为家乡的发展贡
献力量，莫不是更深层次的心系家国？对于一
个地方、一个单位来说，道理相同。能够在自
己的岗位上热情奉献，同样是对家乡最好的报
答。也因如此，我们奋斗的人生更具价值。

对青年最好的关爱是成就。我们要大力
营造关心青年就业创业、支持青年返乡创业的
良好氛围，给广大青年提供更加优质的环境，
助力他们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实现自我价
值。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同样也是这片土地的
未来，未来长治的辉煌必须也必将由一代代青
年来创造。要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青
年的发展，对他们多一些鼓励、多一些帮助、多
一些支持，让他们既能够脚踏实地，又能够仰
望星空，在回报家乡和实现自我之间找到平衡
点和结合点，努力成就更加出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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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银丽

“安康小区化粪池堵了，需要疏通。”“收
到，我们一会儿就到。”一大早，接到任务的
赵元明立马招呼队友，收拾装备，驾驶清掏
车到达现场，开始忙碌。不论刮风下雨、严
寒酷暑，作为清掏工，赵元明每天坚守在环
卫一线，守护着城市清洁。

赵元明今年 53 岁，从事清掏工作已有
32年，是我市主城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清掏队的一名队员。工作以来，他不怕苦不
喊累，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出色地完成各类
清掏任务。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是一代又一代年轻环卫工人学习的榜样。

清掏工作又脏又累，是确保城市正常运
转的重要一环。赵元明和其他11名队友日
常负责主城区 97 座公厕清掏、污水管道清
疏及路边 3400 多个果皮箱的维修更换工

作。周末或节假日，与家人欢聚对于赵元明
而言是一种奢望，一年 360 多天，他几乎没
有休息日。几十年来，清掏队员中有辞职
的、有调换岗位的，只有赵元明始终初心不
改，坚守在清掏一线。

去年的一个深夜，大雨滂沱，某办公楼
排水管道堵塞，大量雨水排不出去，很快就
要涌入地下室。情况紧急，赵元明冒着雨连
夜抽水，并找到堵点清理了杂物，一直忙到
凌晨3时，排水系统才恢复正常。此时的赵
元明早已浑身湿透，又冷又累，即便如此，
短暂休息后，他又早早来到单位，等待新的
清掏指令。

清掏现场难免臭气熏天，有时会遭到居
民无端埋怨。有一次，赵元明在某小区化粪
池边作业，楼上有一住户骂骂咧咧地扔出一

个水杯，差点就砸到了他。赵元明没有生
气，他只是和队友平静地说，只要尽心尽力
把工作干好，自然能换来他人的理解。

赵元明不仅对责任区内的工作保质保
量完成，有时不属于他的工作也会热心相
助。几年前的一个夏天，赵元明下班途中，
某社区主任知道他是清掏工，向他求助。
原来，小区里有个厕所坏了，污水外溢，影
响居民生活。第二天，赵元明就开着清掏
车来到现场，义务抽吸厕所污物，隔几天就
来抽一次，直至厕所修好。知道他不计报
酬为大伙儿干又脏又累的活，居民们无不
肃然起敬。

多年的清掏工作，让赵元明积累了丰富
的工作经验。有时赵元明赶到现场，很快就
能分析出问题所在，按照他的方案，问题会

迅速得到解决。他不仅自己肯钻研，还起到
了传帮带的作用，经常带着新来的年轻人学
习清掏技术及设备使用，传授经验，培养清
掏一线的接班人。

“不管哪一行总得有人去做，既然选择
了清淘工作，就要干一行爱一行，而且要做
好心里才踏实。”这是赵元明接受采访时朴
实的话语。队友 焦 虎 清 记 得 ，2020 年 12
月，赵元明腿部患有囊肿，不得不接受治
疗，但他放不下手里的工作，上午照常出
现在清掏现场，下午才去医院输液，没有
耽误过工作。“做着最脏的活，有颗纯洁的
心。元明业务能力强，工作热情高，别人不
愿意干的活，他愿意抢着干，是我们环卫工
人的模范带头人。”清掏队队长韩雨珍这样
评价他。

三十多年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赵元
明用坚持诠释了热爱，用时间见证了情怀，
在清掏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曾多次获得市、区级“先进工作者”

“环卫标兵”等荣誉称号，2023年12月，赵元
明获得第八届“长治市道德模范”称号，并
成为2023年度感动长治人物。

坚 守 三 十 载 惟 愿 万 户 净
——清掏工赵元明扎根环卫一线奉献平凡力量

本报记者 田彦君

2 月 19 日，我市迎
来新一轮雨雪天气，市
市 政 部 门 按 照“ 早 部
署、早准备、早防范、早
处置”要求，密切关注
天气变化，及时做好城
市道路桥梁清雪除冻
和运行维护检修工作，
确保道路桥梁设施正
常运行。图为市政部
门连夜在桥梁路段撒
盐除冰。

本报记者 石玉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