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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手里的活，一如往常，年逾七
旬 的 王 明 花 要 到 黄 沙 洼 的 林 子 里 走
走。从右玉县右卫镇水泉村党支部书
记岗位上退下来后，她又义务干起了护
林员……

1956 年，第四任右玉县委书记马禄
元带领干部群众向黄沙洼“宣战”：“一
定 要 把 黄 沙 洼 这 个 硬 骨 头 给 先 啃 下
来。”当年全民栽树的场面仍留在很多
老人的记忆中。1959 年，年仅 9 岁的王
明花和村里的十几个小姑娘一起，也去
了黄沙洼；如今，王明花已是满头白发，
曾经沙丘连片的黄沙洼变成了绿波粼
粼的“绿树岗”。

王明花的经历是右玉干部群众勠力
同心治沙造林的一个缩影。右玉县地处
毛乌素沙漠边缘，历任县委书记展开植
树接力，带领人民创造了荒漠变绿洲的
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5 月在
山西考察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 ，发 扬“ 右 玉 精
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风起黄
沙飞，十年九不收。”1949 年，右玉首任
县委书记张荣怀上任后，走遍大大小小
300 多个村庄。他提出：“右玉要想富，
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
想要家家富，每人十棵树。”张荣怀带领

全县干部群众培育大片林 2.4 万亩、零
星树 5 万株，用事实证明，在右玉是可
以种活树的，跑出了绿色接力第一棒。

为了治理黄沙洼，在马禄元的带领
下，当地逐渐摸索出适合半沙化土壤的
科学营林方法——“穿靴、戴帽、贴封
条、扎腰带”，降低了沙丘移动速度。

第十一任县委书记常禄对乡亲们
说：“像养活孩子那样去种树。”在他任
职期间，右玉提前完成了“三北”防护林
建设第一期工程规划任务，成为当时山
西省人工造林最多的县。

第十二任县委书记袁浩基，制定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促进农副，尽快

致富”的十六字方针，引导当地走上了
治沙与增收的双轮驱动之路。

右玉的 22 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干
部群众，历时 70 多年，实现右玉县林木
绿化率从 0.3%提高到 57%。当下的右
玉，依托当地生态特色，建成了苍头河
国家湿地公园、黄沙洼国家沙漠公园、
南山森林公园等一批旅游景区。2022
年，右玉接待游客 510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30.5 亿元。“接力棒传到我们手
里，我们站在更高起点上，更要保护好、
发展好右玉的生态资源，更好实现生态
美、产业兴、百姓富。”右玉县委书记马
占文说。 （来源：人民日报）

山西右玉县干部群众——

“更好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菜金黄，金满堂”。近年来，平鲁
区大力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以“种植风
景”的理念种植油菜花，以“全域旅游”
的理念打造“赏花经济”，精心打造休
闲观光旅游新业态，着力做好乡村振
兴大文章。

盛夏时节，微风轻拂，花海翻滚，万
亩油菜花在阳光的照耀下，与古堡、村
落、蓝天、树木相映成趣，营造出一幅塞
北独有的田园生态美景，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赏花打卡，观光旅游。

游客王红说，她去过江西婺源的油
菜花地，还有贵州的一个油菜花地，没想

到北方地区还有这么好、这么漂亮的油
菜花，特别好。“刚才乘车过来的时候，感
觉一路上这个油菜花连片种植非常震
撼，也觉得非常美丽”。游客刘洁说。

花开正好，风光旖旎，也吸引了不少
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他们扛着“长枪短
炮”在花海里穿梭，只为定格最美一瞬。
摄影爱好者朱卫国告诉记者，这里是他
们摄影爱好者的打卡天堂，来这里可以
多出大片，多出精片。

近年来，平鲁区不断“加码”文化、
“赋能”旅游，“油菜花海”早已成为当地
的一张靓丽名片，还初步形成了集红色

旅游观瞻、自然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体验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格局，努力绘就新
时代乡村振兴美丽图景。

平鲁区阻虎乡党委书记郑建平表
示，他们依托朔州第一党支部、红山荞
麦、油菜花观光旅游、长城古堡等独特资
源，将边塞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有
机融合，着力写好“特色农业、杂粮种植、
农旅融合、规模养殖”四篇“产业文章”，
打造集“观花、赏花”为一体的乡村田园
花海旅游康养目的地，年接待量将近 3
万人次，可带动旅游收入 150 万元。

（张一波 李妍 李晓）

平鲁平鲁区区：：
金色金色花海迎客来花海迎客来 农旅融合促振兴农旅融合促振兴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
人，展示当代职工奋发有为、
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激发全
市广大职工爱岗敬业、攻坚克
难、创新超越的热情和活力，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设现代化塞上绿都勇立
新功，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
决定，在全市职工群众中开展

“新时代最美劳动者”选树宣
传活动，评选出 10 名“新时代
最美劳动者”，10 名“新时代最
美劳动者”提名。

活动旨在通过选树宣传
一批立足岗位、勤奋敬业、改

革创新、奋勇争先，在平凡工
作中做出不平凡贡献的“新时
代最美劳动者”，在全社会大
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弘扬
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
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
引导广大职工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
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
目标任务上来，踔厉奋发、坚
如钢铁，为全方位推动朔州高
质量发展勇立新功。

选树活动坚持面向基层、
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
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一
线的在职职工（包括工程技术
人员、教育卫生人员、科研人
员、农民工等）、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均可参选。重点是在朔
州转型发展中重要产业行业、
重大工程项目中涌现出的具有
较强时代性、典型性、示范性的
先进个人。要求参选者政治坚
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勇于
创新，或在其他方面做出显著
成绩或突出贡献。活动推荐截
止时间为8月31日。

活动要求，各级宣传部门

要积极协调新闻媒体做好选
树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各级
工会组织要稳妥做好各项筹
备组织工作，确保选树宣传活
动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要及
时推荐报送典型线索，及时开
展宣传工作，共同把活动抓出
声势、抓出质量。要不断创新
方式方法，充分运用职工群众
喜闻乐见的载体和方式开展
工作，注重调动广大职工参与
的积极性，发挥好先进典型的
激励效应，营造“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的浓厚氛围。

（赵福胜 王小燕）

为进一步强化地理标志保护，规范地
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近日，市市场监管
局（知识产权局）开展了地理标志专用标
志使用“面对面”宣传指导，向“怀仁陶瓷”

“怀仁羔羊肉”“红山荞麦”等地理标志所
有权人及使用人宣传解读使用国家地理
标志的重要意义，引导合法使用人积极使
用专用标志。

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要求“怀
仁陶瓷”“怀仁羔羊肉”“红山荞麦”等地理
标志合法使用人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及时完成地理标志
专用标志申领工作。建议充分发挥行业
协会、龙头企业的监督协调和示范引领作
用，规范使用专用标志，提升地理标志品
牌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为推进知识产权强
市建设添砖加瓦。

目前，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认定，
我市共有4家企业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使用权。此外，其他26家陶瓷企业正
在积极申报材料。

下一步，朔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
权局）将联合行业协会加大我市地理标志
工作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认知度，积极
培育地理标志品牌意识，提高地理标志资
源的开发和使用效率，助力乡村振兴和特
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我眼中的山西——“朔发展 话未
来”多彩民俗活动在朔州启动。在晋留学生
在朔州老城非遗民俗园内现场学习葫芦雕
刻、烙画等技艺，通过近距离体验，了解朔州
悠久的历史文化，感受朔州独特的非遗文化
魅力，以“外”的视角向世界展示朔州形象，讲
述朔州故事。 (薛彦明)

在晋留学生体验非遗文化

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开展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宣传指导

市委宣传部与市总工会联合开展“新时代最美劳动者”选树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