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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近日，团市委联合中煤平朔集团团委
开展“缘聚塞上绿都 梦筑青春朔州”青年
联谊交友活动（第二期），全市 100 余名机
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单身青年参加
活动。

活动现场，伴随着轻快的音乐，青年们
在签名墙留下签名、打卡拍照，参与了“保
护母亲河”环保志愿服务活动。

高文武 摄影报道

缘聚塞上绿都缘聚塞上绿都梦筑青春朔州梦筑青春朔州

本报讯 近日，应县《杏寨中学志》
一书在编委会成员们夜以继日、辛勤
劳作下完成编纂出版，与广大读者正式
见面。

《杏寨中学志》内容丰富、语句流
畅，以翔实的资料，系统地记录了学校
的建置沿革、教学氛围、师生文苑、学子
风采、勤工俭学、课外活动、组织建设等
多个方面内容，收录了学校的发展变化
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等。

《杏寨中学志》是一部设计新颖、理
念先进，可读性很强的地方行业志书，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编排、引人入胜，是
一部奉献给读者的精神大餐。《杏寨中
学志》的编纂出版为打造杏寨乡深厚文
化底蕴提供了有力支撑，必将对推动杏
寨乡各项事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贺永智）

应县《杏寨中学志》编纂出版

8月24日，朔州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走进朔州市第二
中学，开展了一场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活动。

活动现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以生动的语言，并结合
实际案例与青少年的实际需求，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心肺复
苏、止血包扎等应急救护技能。

高文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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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阻虎乡
大干沟村的田地上，一片片的荞麦长势良
好。“以前，我们靠天吃饭，现在供电服务
好了，旱地改良成了水浇地，荞麦产量有
了稳定保障。”大干沟村村民王强说。

朔州市平鲁区地处晋西北，是“中国
红山荞麦之乡”。作为山西省红山荞麦的
主产区，平鲁红山荞麦是国家地理标志农
产品，具有粒大、皮薄、口感细腻、滑爽等
特点，也是平鲁区重点打造的市场规模
化、全产业链发展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由于气候冷凉、降水量少，以前这里
农民种植荞麦主要靠天吃饭，亩产量不
高。近年来，国网朔州供电公司先后对
大干沟村、迎恩堡村、阎家窑村等91个村
新建、改造 10 千伏线路 22.6 公里，0.4 千
伏低压线路 89.7 公里，同步进行台区改
造，总计投资 3319.13 万元，大幅提升各
区域荞麦种植、灌溉及加工全产业链用
电需求。此外，国家电网山西电力(朔州)
太行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积极实施旱地
浇灌提升站建设，有效提升了阻虎乡、高
石庄乡两个乡镇村民的旱地浇灌率。

除了提高灌溉效率，打造高质量农
田，当地还积极培育高产品种，促进产业

链发展，做大做强品牌，助力农民增收。
“红山荞麦品质好，但产量不高，现

在通过育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朔州市
木森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穆智说。这家
位于平鲁区阻虎乡大干沟村的企业，主
要从事红山荞麦良种繁育、万亩原粮种
植和农产品加工，近年来已经培育出具
有抗旱、抗寒、生育期延长的第四代红山
荞麦品种。据介绍，随着荞麦良种工作
的不断推进，荞麦产量稳步提高。

荞麦加工关系着广大种植户的切身
利益。进入夏季用电高峰以来，为保障
荞麦加工的大负荷用电需求，国网朔州
供电公司抽调精干力量组成线路检修、
设备运行和机动抢修等多支服务队，逐
户到访多家荞麦加工企业，开展设备安
全隐患巡查、容量测试，为企业生产保驾
护航。

据了解，今年平鲁区共推广种植红
山荞麦 7 万多亩。作为平鲁区“一县一
业”的主导产业，在传统的分散种植转变
为规模化种植的同时，当地逐渐形成集
育种、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荞麦全
产业链，带动了农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王飞航

朔州：红山荞麦全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

平鲁区阻虎乡大干沟村的红山荞麦近日迎来盛花期。
池茂花摄

本报讯 为更好地向客户单位提供
优质的管理服务，坚持高标准做好出入
车辆安全管理，近日，平朔安保服务公
司对平朔矿区南门岗进行改造升级。

长期以来，平朔矿区南门岗车辆出
入较多，且大车靠左行驶，给安保公司
工作人员执勤时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安保服务公司护卫三大队经过和分管
领导沟通，主动作为，强化落实，对南门
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南门由原来的四
车道改为现在的三车道，原来大、小车出
矿两道合并为一道，形成一个大、小车
出门车道，大车入矿调至中间车道，走
大车专用车道，其他的小车入矿调至边
道，走小车专用道。南门改造后进一步
提高了车辆出入率，使安保公司工作效
率得到了明显提升。安保服务公司做
好人防安保服务的同时，积极探索管理
服务新模式，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公
司高质量发展贡献安保力量。

(高红)

平朔安保服务公司

多措并举让车辆出入更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