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1 日下午，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主持召

开县委政法委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

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并专程邀请县环卫中心主任王建军讲解

垃圾分类知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省委骆惠宁书记在“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对当前

政法综治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省委骆惠宁书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议讲话精神以及近期省市政法会

议精神，郭爱斌就做好当前政法综治各项工作要求，政法委

机关干部要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紧跟时代步伐、适

应时代潮流，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在认真梳理各项

工作存在不足问题基础上，高标准严要求推进禁毒城市示范

创建、综治中心建设、雪亮工程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沁县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铁路

护路联防、安全维稳、政法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 宋苗

6 月 12 日，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副县长、公安

局长曹乾一行深入松村乡派出所、漳源镇派出所调研公安基

层建设工作。

在松村乡派出所，郭爱斌首先询问了派出所警力配置、社

会治安情况，现场查看了派出所内务卫生情况、各项基础工作

台账和办案区设置，勉励基层青年民警要立足大局，坚持奉献

精神，积极服务人民群众，努力确保辖区平安和谐。

随后，郭爱斌一行来到漳源镇派出所，听取了漳源镇派出

所所长就基层党建、平安建设、“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基层基

础信息采集工作等方面所作的专题汇报后，指出公安派出所

作为最基层单位，要根据辖区治安状况，抓好治安整治和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切实解决治安突出问题。

郭爱斌强调，派出所要继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设，不断

探索具有沁县特点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确保辖区社会治安稳定。要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深度摸排，以打开路，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要

持续抓好治安卡点盘查巡逻，严格查控，最大限度过滤暴恐因

素和安全隐患，充分发挥治安卡点职能作用。 郭学红

郭爱斌调研基层公安派出所建设

一版责编：魏 堃 二版责编：秦 超 校对：思洲 宋苗 排版：刘晶 QINZHOUXINWEN
新 闻星期六 2019 年 6 月 15 日2

6 月 12 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温劲松带领部分人大常

委就我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山西省实

施＜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执法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段柳村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新店

村日间照料中心北寺上日间照料中心、西湖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定昌镇敬老院等地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执法情况进行实地检

查，并召开座谈会。

温劲松指出，切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及我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对于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要建立

工作机制、健全工作队伍、提高履职能力、完善养老体系，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好老龄工作，最大限度满足

老年人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完善和落实养老保障制度，加快

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王艳

6 月 11 日，我县举行“家风家训”主题宣传月启动仪式。长

治市妇联党组成员、妇儿工委办主任张晓芸，长治市妇联挂职

副主席王亚丽，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田耀德，副县长王丽萍出

席。

为进一步深化家风家训宣传，推动最美家庭建设，为我县

决胜全面小康凝聚强大社会正能量，此次活动要求一是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增强做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

是加大宣传，深化创建，巩固拓展“最美家庭”创建成果，推动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三是加强组织，创新工作，以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为支点，汇聚决胜全面小康的强大社会

正能量、加强组织，创新工作，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工作为支

点，汇聚决胜全面小康的强大社会正能量。 思洲

6 月 12 日上午，在我县红康幼儿园，沁县“三晋英才”

获得者、山西沁州绿农林牧有限公司经理史耀旭向 20 多名贫

困儿童捐赠了书包、文具盒、足球、篮球等价值一万元的学

习用品及体育用品。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张东文

出席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史耀旭勉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做人，成为栋梁之才，将来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红

康幼儿园园长代表孩子们对捐赠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用

“润物无声”的方法诠释“大爱无言”，让孩子学会“分享

爱”，并以“爱的奉献”回报社会。 刘晶

我县县委政法委开展集体学习

史耀旭向贫困儿童捐赠学习用品

温劲松检查全县老年人权益保障执法情况

沁县：“五种三养”拓宽百姓致富路

东岭头村的“杏”福生活
夏云 王艳

初夏时节的东岭头村，整个村子里弥漫着杏儿的香

气。一个个金黄色的杏儿挂在枝头，迎接前来摘它们的人

儿。又是一年摘杏季，东岭头村的种植户通过发朋友圈，

口口相传，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到来，感受着采摘的乐趣，

果农们享受着丰收的喜悦，让飘香的杏果，圈住更多人的

“杏”福。

“你家的杏是什么品种？”前来

采摘的游人问道。

“金太阳，你先尝尝好吃再摘。”

村民魏小红热情地跟游客们打招呼。

采访中得知，魏小红家里种了 4 亩杏

树，今年生意可以用“火爆”来形容，

从端午节那天开始，每天来她家杏林

采摘的人达 100 多人次，村道上停满

了游人的车辆。上门采摘一斤 1 元

钱，随便吃，一天的收入在 1000 元左

右。采摘期大概一个月的时间，6 月

份，魏小红的收入毛收入可达到 3 万

块。过称，交钱，魏小红手里数着钱，

脸上露出爽朗的笑容。

游客李大姐摘了慢慢两大袋子

的杏准备过称，嘴里还吃着一个，这

个杏又大又甜，还不贵，真是划算。放

眼望去，整个杏林都被游客包围了，

有的踩着凳子使劲够，有的拿着梯子

爬上最高处，先摘来尝一口，真甜，就

是你们了，这里的最甜了，随手就摘下来放进袋子里，一脸的

兴奋和满足。

东岭头村距离县城 6 公里，交通便利，这也是吸引游客

来的原因之一。该村种杏林的面积 200 多亩，有着 30 多年的

种植历史，种植户其中一半都是贫困户。近年来，随着农村产

业的大力发展，进过多年的种植经验，全村主要以金太阳杏

为主，这个品种的杏在端午时节就已熟透，采摘时期长达一

个月，相比以前种植的山东大杏、凯特杏等，无论从成熟时

间，还是采摘时长上，都更适合当地果农的发展。

金太阳杏是杏子中的一个品种，乔木植物。果实呈圆

形，为金黄色，带红晕，味甜微酸可食率 95%，是滋补佳品，

有生津止渴，润肺化痰，清热解毒的功效。采访过程中，了解

到在常见的各种水果中，杏树是耐寒耐旱力非常强的果树，

即使在低温环境下也能正常生长，所以，杏树对于温度的要

求比较广泛，这是其他果树所不能比的。在 2017 年和 2018

年间由于冬天温度过低，冻死了很多杏树，夏天又遭遇干

旱，由于基础设施差，没有深打机井，杏树得不到灌溉，导致

所有杏林都无果可结。对比前两年，今年真是个丰收年，魏

小平高兴地说。

“乡村振兴一定要有产业支撑。”东岭头村支书郭维平

说，单单依靠杏林的发展，并不能带动全村的经济发展，对

于果农而言，要想提高经济条件，还要发展林下经济。杏树

之间有着很大的空间可利用，可以饲养林下生态鸡以及种

植林下药材的形式逐步提高全村经济发展。特别是林下发

展土鸡养殖是很赚钱的，林地可以为鸡活动提供场所，鸡粪

能为果树施肥，果树上的虫子可以为鸡提供食物，一举两

得，农户可以取得双丰收，赚得更多的财富。

随着东岭头村的发展，前来采摘的游客会逐渐增多，

相信不久的将来村民的腰包逐渐！鼓起来，幸福的笑容在

村子上空来回荡漾。六月，杏儿俏，心儿飘摇，正是采摘

好时节……

秦超摄

我县“家风家训”主题宣传月启动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决策部署，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回头看”反

馈问题整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盼，促进全省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类排污单位要严格落实环

保法律法规和标准，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和责任，规范排

污行为，加强环境管理，严格持证排污，做到全面达标排放。

二、创优企业发展环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各

类排污单位要主动开展对标改造，提高污染防治水平。对遵

守环保法律法规、落实环境保护责任、环境信用良好的企

业，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批、排污许可证发放、专项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企业

绿色发展。

三、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即日起至 6 月底，全省各类排

污单位要对照环保要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对存在的各类

违法排污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并报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主动服务，指导整改落实。对于主

动整改的，依法从轻处罚或不予处罚。

四、严查重处违法排污。7 月 1 日起，省生态环境厅将

在全省组织开展交叉执法检查。对于不主动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仍存在违法排污的，依法严查重处。对于屡查屡犯、群

众反映强烈的违法排污行为，将建立“黑名单”制度，纳入社

会信用征信系统；综合运用《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依

法采取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等行政强

制措施；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五、广泛接受公众监督。欢迎广大群众通过电话、微信

公众号和网络方式积极举报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线索，全省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举报电话：12369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区号 +12369 各市生态环境局

微信公众号：环保举报

网络举报：登录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官方网站。

特此通告。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19 年 5 月 31 日

关于开展违法排污行为大整治的通告

渊上接一版冤 主力军的话，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像毛细血管，

一头连着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农民进入市场的

组织者，是农民最可靠、最便捷的“娘家人”，承上启下、

作用明显。近年来，沁县围绕拉长第二产业，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依托自然资源和农副产品，发展精深加工。投入 7.9

亿元，实施加工业项目 31 个。目前，沁园春矿泉水、沁州黄

营养米粉、沁州黄米醋、沁州黄锅巴、潞宝金和生肉鸡调理品、

沁州绿有机蔬菜、红之源脱水蔬菜、振东中药饮片、千泉肥业

有机肥料生产、康禾公司东方木酒和桑椹饮料、唯思可达酸枣

饮料等系列深加工项目，以及沁州黑、沁州白等一大批小杂粮

精深加工企业、合作社与 6000 多户贫困户建立了紧密的利益

联结机制，真正实现了村村有带动主体。此外，还有 20 兆瓦集

中式扶贫光伏电站 1 座、村级光伏电站 64 个、户用屋顶式光伏

261 户。

金融支持 成效棒棒的

沁县聚集精准扶贫，依托潞宝金和生、海州农业等一大批

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全力推动“政府牵头、

农信支持、企业兜底、贫困户参与”的金融扶贫。搭建政银企合

作平台，由县财政局、金融办、牵头，定期召开政银企对接协调

会，宣传贯彻省市扶贫及各类优惠政策，牵线银行和企业的信

贷合作，抢抓国家全力支持贫困县精准扶贫的政策机遇。建立

涉农信贷增长奖补机制。县政府在年初预算中，安排专项资

金，对年度县级银行部门的涉农信贷增加情况，真金白银给予

专项奖补，充分调动银行机构加大涉农信贷、支持脱贫攻坚的

积极性。用好省市县产业扶贫贷款贴息政策，县级成立了扶贫

公司，创造性利用“龙头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龙头企业 +

专业合作社 + 农户”等四种模式，积极利用银行信贷资金推动

产业扶贫，并争取上级贴息资金给予奖补，有力地推动了全县

脱贫攻坚进程。

“五种三养”如改革春风吹绿了沁州大地，既改变了发展

形式单一、产业链单一的现状，又鼓起了农民腰包，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截止目前，全县种植沁州黄 8 万亩，带动

贫困户 3972 户，；汾酒高梁 6 万亩，带动贫困户 1215 户，；蔬菜

1.5 万亩，带动贫困户 823 户；中药材 3 万亩，带动贫困户 2050

户；油用牡丹 4.15 万亩，带动贫困户 7780 户，达效后户均增

收 8000 元以上；养殖肉鸡 3000 万只，户均增收 7100 元；生

猪养殖 5 万头户均增收 5000 元；肉牛养殖 2 万头，户均增收

5300 元，真正实现了村村有带动主体、户户有增收项目，年

增收 3000 元以上的目标。

6 月 14 日，山西锁业协

会为漳源镇沙圪坨村名民捐

赠 面 粉 110 袋 、 食 用 油 110

桶、大米 20 袋、衣服 100 件，

爱心资金 1330 元。

近年来，山西锁业协会

致力于精准扶贫，营造“人人

关心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

人参与扶贫”的社会氛围，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强。此次

捐赠活动 , 不仅给沙圪坨贫

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

质帮助,更带来了巨大的精神

动力。 王思洲摄影报道

6 月 14 日上午，全县财务人员迎“七一”“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宾馆二楼会议室举行。全县各乡镇、行

政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人员 200 余人聆听报告。

此次报告会全面贯彻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县财

务工作者勤学钻研业务、激发奋进力量、争当业务尖兵，更好地

服务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会上，山西会计领军人才、运城市

财政局会计服务中心主任邵景福结合自己工作生活实际，从

“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强体魄、锲而不舍抓学习、久久为

功去实践”四个方面做了精彩讲解。他爱党敬党的理想信念、持

之以恒的钻研精神、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矢志前行的奋进事

迹给现场的每位财务工作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深刻的精神

洗礼。

大家近距离聆听先进事迹，面对面感受模范精神。纷纷表

示要在平凡的岗位上主动对标一流、奋发进取、勤勉钻研，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做到“财会业务大提高、

干事创业勇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为财政

事业稳健发展再添活力、再创佳绩。 王国柱

县财政局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先进事迹报告会

恰逢周末，沁县漳源镇漳河村又开始热闹起来。其实，不

仅是周末，近两年来，这个处于大山深处的小村落，每天都有

不少人来这里寻根游玩。与其说到漳河村寻根，不如说是来这

里追寻河流文明的根脉。

在浊漳河的三大源头中，发端于漳河村的西源是流经线

路最长的一支，因此便有了“漳河之源”“海河之源”的美誉。

文明的根脉一旦深种，必然有其外在的呈现。

位于漳河村中的“漳河之源”，是两眼涓涓不息的泉眼，

泉眼的上方则是历史悠久的漳河神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

果老在这里享受着千年香火。据庙中的《重修通玄先生庙记》

巉碑文记载：“牛山殿其后，漳水源乎前；左则万峰西揖， 岩乎

倚青天，右则兰若东朝，崔巍而插碧落。”

长期致力于地域文化研究的沁县中学教师牛庆宏说，

《重修通玄先生庙记》是漳河神庙十几道碑文中最为古老的一

篇、最有价值的一篇、最有文采的一篇，也是书水平最高的一

篇。然而，由于岁月的剥蚀，碑文损毁比较严重，如果不及时整

理，恐怕一些字将永远无法辨认。于是，他三赴漳源，终于将毁

损严重的碑文整理完，为研究漳河神庙的历史提供了一种参

考。

“整理碑文时，针对一些模糊不清的字，我只能根据其外

形轮廓来判断，依据上下文内容去推断，力求准确无误。断句

时，我也是反复推敲，唯恐不当，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决不罢

休，直至文通字顺为止。碑文中的许多异体字，我也多方查阅，

正本清源，以还其本来面目。能为大河文明、沁县的文化繁荣

做点事情，我感到非常欣慰，对历史最好的尊重就是传承和保

护。”牛庆宏说。

的确，这通建于至元二十一年的石碑，便是漳河源头文

化繁荣的重要体现。“按照碑文的记载，这里的文化繁荣至少

持续了 1500 年。这还仅仅是目前保留的最古老的碑刻，村里

的老人讲，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古老的碑刻都被破坏了。所

以说，漳河源头的文化很可能会更久远。”漳河村党支部书记

赵保中说。

历史的规律总是周而复始地上演。漳河村经历过其辉煌

的时刻，也在前些年遭遇过冷清。

水源需要保护，但是如何保护大家谁也不清楚。前些年，

漳河神庙周围的千年祈雨古道损毁严重，在古河道中转动了

上千年的水车、水磨被拆除破坏。除了大家知道这里的水质

好，村里生产的豆腐闻名乡里，几乎快找不到其他的痕迹了。”

提起这些，漳源镇副镇长宋娇表示，一定要借助村里发展旅游

的机会将这些传统项目恢复。

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沁县根据

自身情况，确定了“十村一线”旅游扶贫开发项目，漳河村作为

其重要的一个节点入选其中，迎来了发展机遇。

虽处于大山深处，但漳河村并不偏僻，距沁县县城只有

15 公里。全村 159 户、386 人，耕地面积 687 亩，林地面积

1000 亩，荒山荒坡面积 1700 亩。村民世代以种田为生，由于种

植结构单一，不善经营，村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但作为浊漳河

西源这一文化资源却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进一步提升漳河源头的影响力，打造乡村特色旅游，无

疑是漳河村走出贫困的最佳选择。经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

等多次会议研究讨论以及有关专业人士论证，结合村里的实

际，漳河村决定充分发掘旅游潜力，以现有的一些景点为基础

进行加工包装，改善基础设施，打造特色旅游项目。

项目确定之后，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按照因地制宜、

特色发展的总体思路，充分发掘漳河源头旅游文化，并且突出

山泉水特色，漳河村发展了农家乐、旅游观光、儿童水上娱乐、

圣水特色推广四大项目。同时，本着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合理

利用的目标，在整个项目区乡村旅游生产采用绿色有机生产

技术，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

优化，实现了有机绿色良性循环。

2017 年 7 月，漳河村圣水养生文化节盛大启幕，包含戏

曲演出、接圣水、观赏金鲤鱼、儿童水上玩具、碾磨乐园、气模

儿童乐园、品味农家饭菜等项目在内的特色旅游吸引了大量

游客，浩浩流淌的浊漳西源再次迎来了它的辉煌时刻。

连续不断的打造，漳河村开始以其独特的文化标识吸引

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此寻找河流文明的根脉。漳河村在发展

乡村旅游的道路上实现了整体脱贫，而传承了上千年的古老

河流文化也渐渐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千年祈雨古道恢复生

机，水车、水磨等独具特色的设施正在修复……这一切，是漳

河村走向未来的独特资源，更是文化传承的必要载体。

漳河村里景致新

漳河村作为浊漳河的西源袁 沉淀着厚重的历

史尧独特的气质尧灿烂的文化遥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袁只

是其浩浩文明中的一斑遥 岁月带走许多珍贵的传统袁
但也留下了其中的精髓要要要人类独特的创造性和传

承性遥 我们创造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袁我们传承就

是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遥
回望历史袁 每一段文明的产生与呈现袁 总是伴

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尧顺应尧改造遥 今天袁我们感叹

着乡村文明的快速消逝袁 惊叹于工业文明的强势横

行袁以及由此带来了诸多的社会矛盾袁不正是再一次

对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认识与反思?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袁尊重传统尧尊重文化尧尊

重自然已经成为当下大多数人的共识袁 如何让传统

的文化在新时代闪耀其独特的光芒袁 这是当下人们

急需破解的难题遥
我们之所以苦苦探寻传统文化中的奥秘袁 是因

为其包含着我们从哪里来的古老哲学命题袁 沉淀着

天人和谐的大道智慧尧青山绿水的浓郁乡愁遥 时代的

发展有其规律可循院变化的是承载文明的载体袁不变

的是对于精神的传承遥 因此袁传统文化只有融入现代

文明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袁才能生生不息尧历久弥

新遥 这或许能为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袁提供一

些可以借鉴的思路遥

采访札记：

传统文化要与现代文明相结合

冯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