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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我一天两顿饭都在食堂里吃，比自己做
饭方便。吃完饭还能在这里休息娱乐，和大家
聊聊天、打打扑克，每天都过得非常快乐。”最
近入住平鲁区北坪社区幸福养老服务中心的
柴玉仙老人难掩激动之情。

今年年初，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
办好 15 件省定民生实事的基础上，再办好 5 件
民生实事。让柴玉仙老人享受到的便利便是
其中的一件实事——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
福工程。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镇社区和乡镇街道有
了养老中心，高龄、独居、孤寡老人在家门口就
能吃上热乎饭。市政府的民生实事承诺已经
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生动实践
和丰硕成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关爱老人群体 守护老年健康

在山阴县兴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棋牌室里每天欢声笑语不断，社区医生隔几天
还会过来为老人测血糖、量血压，察看了解健康
状况。类似的场景也同样出现在山阴县洪涛山
老年颐养家园农牧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一群 70岁以上的老人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
合唱，老人们的脸上处处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山阴县洪涛山老年颐养家园农牧场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是山西省城镇社区养老幸福工
程之一。从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已经覆盖了山阴
县城 13个社区，服务老年人数达 3500余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结构的变
化，老年人照护成为许多家庭面临的一大难
题。为有效提高老年人托管服务供给能力，今
年以来，我市全面实施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
福工程，新建改造 2 个城镇社区养老工程、7 个
农村区域养老中心、改造 104 个农村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现在，老年人不论是白天享受照
料服务、晚上回家和家人团聚，还是在养老机
构“颐养百年”都成为了现实。

除此之外，我市还为 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发
放高龄津贴，为 80岁及以上低保家庭老年人额
外发放补贴餐费。各养老服务中心科学制定
菜谱，根据老年人身体需求配餐；配备专、兼职
医务人员，定期开展健康体检；定期组织娱乐
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养老机
构居住的老人生活得更舒适。

抓好民生服务 兜底民生保障

时下，虽然天气寒冷，但位于山阴县古城
镇马梁村快递便民服务点却是暖意融融。便
民服务点里，一排排货架整齐摆放，马高云既
当小卖部的售货员，又当村民快递的收发员，
忙得不亦乐乎。

马良村距古城镇 5 公里，以前村民们网上
买东西后得去镇上取，现在村里有了快递便民
服务点，村民们“不离村口”就能收货发货。

今年以来，我市依托政府部门、快递企业、
村（社区）力量，继续深化实施农村寄递物流全
覆盖提质增效工程，全市建设完成 1 个县级统
仓共配示范县、4 个标准化乡镇快递综合服务
站、44个行政村快递便民服务点末端备案。

“通过建设筒仓共配中心，山阴县基本实
现了韵达、中通、申通、圆通 4 个品牌所有快件
统一分拣、统一扫描、统一配送。同时，依托标
准化乡镇快递综合服务站和行政村快递便民
服务点，初步构架起了县、乡、村三级快递网络
格局，基本实现包裹快件入村到户。”市邮政管
理局行业管理科郭增荣介绍。

在办好人民满意实事的过程中，朔州还全
面深化就业保障服务，全市招募 112 名社区助
理，召开线上线下 300 余场招聘会，建立 1341
个就业社保服务点，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社保服
务全覆盖。

与此同时，清单式做好扶残助学、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特殊困难
家庭教育救助工作，发放助学金 450余万元，为
386名残疾儿童进行了康复救助。进一步提高
全市城乡最低生活标准每人每月 20元，改善困
难群众的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升级公共设施 夯实民生基础

“过去，每到用水高峰时吃水都困难。现在，
洗澡都不怕了。”今年 11月，家住朔城区西山人家
小区的住户张慧丽在发现家里水压变足后，激动
得难以言表。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和外来人口增
加，市政府所在地朔城区西南片区的多个小区和
城中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吃水紧张。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我市明确将刘家口水源地供水工程
作为 5件民生实事其中之一，全力推进。10月底，
这项应急供水工程正式实现通水试运行，缓解了
2.6万户居民的用水困难问题，受到了老百姓的连
连称赞。

为了保障饮水安全，我市还基于实际情况，
采取主动措施，进一步开展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
护，建设完成 62处养护工程，惠及全市 222个村，
直接受益人口 13.19万人，有效地解决了农村用
水问题，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冬日时节，走进朔州市第五小学建设现场，
只见 3幢教学楼各有进展，1号楼完成了主体二
层，2号楼完成主体四层，5号楼完成了主体一层，
工人们正按进度推进工程建设。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朔州把
教育作为“头号工程”，启动建设了市第五小学、万
和小学两所 6轨制公办学校。自 8月份开工以来，
短短 3个月时间，两所学校已完成建设量 35%以
上。明年 8月学校竣工后，两所学校将新增公办学
位 3240个。学校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人民
群众对就近入学的迫切期盼得到进一步满足。

据介绍，截至目前，涉及我市的 13 件省定
民生实事中，已完成 12件，5件市定民生实事已
完成 4 件，剩余的 1 件省定民生实事、1 件市定
民生实事在本月中旬完成。市政府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朔州将继续千方百计为群众排
忧解难，坚定不移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让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
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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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 2024 年全国
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十届全国陶瓷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陶瓷
装饰工)总决赛暨 2024 年全国轻工陶瓷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陶瓷
综合装饰)总决赛在朔州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 192名选手同台竞技、各展身手。

比赛现场，选手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以独特的创意和精
湛的手法，将一幅幅精美的图案呈现在陶瓷作品上。

高文武 摄影报道

藜麦，凭借低糖低脂、营养价
值高的特点，近年来受到了越来
越多人的青睐。位于朔州经济开
发区的山西中藜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不断加大技改投入，优化
生产工艺技术，推出品类多样的
藜麦产品，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
和市场占有率。

在包装车间智能化杂粮加工
设备的“隆隆”声中，产品经过自
动称重、上袋、封口、打包等工序
后，就可以从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山西中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主管冯欣欣介绍，去年
11 月份完成了整体包装生产线的
升 级 改 造 ，现 在 包 装 生 产 线 有 4
台全自动的真空包装机，大大地
提高了生产效率，每台设备一个
小时可以达到 600 包的包装产量。

作 为 一 家 集 藜 麦 产 品 研 发 、
生产、销售为一体化的现代化食
品工业企业，面对当前的市场环
境和产业趋势，积极调整策略，不
断加大技改投入，不仅在生产端
强 化 智 能 化 、自 动 化 改 造 ，提 升
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还通过技
术革新延长产业链条，除了对藜

麦和各种小杂粮进行精加工外，
先 后 延 伸 出 藜 麦 饼 干 、藜 麦 茶 、
藜麦谷物棒、藜麦代餐粉等一系
列 特 色 产 品 ，凭 借 质 量 高 、食 用
方便等优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 的方式，这些产品很快打开了
销路。

冯 欣 欣 介 绍 ，藜 麦 是 唯 一 单
体植物即可满足人类全部基本营
养需求的食物，有“粮食之母”的
美誉。目前藜麦产品可以达到十
几到二十个品种的分装，主要以
生产订单为主。下一步，公司将
持续加强产学研合作，加快产品
研发和技术更新，着力打造特色
品牌。

山西中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宋艳萍介绍，藜麦
生产线目前是国内比较先进的一
条生产线，它的年产能可以达到 2
万吨。目前已经做了一些藜麦粉
剂、藜麦麦片、藜麦果酱等一系列
的产品，2025 年的重心在藜麦深
加工产品发展，一直在跟江南大
学食品学院合作研发藜麦的一系
列产品。

(罗文平 张小菊 李子宣)

朔州：藜麦饼干、藜麦果酱、藜麦茶......火出圈

山西 2022 年启动高考综合改
革 ，2025 年 将 迎 来 新 高 考 首 考 。
12 月 10 日，记者从山西省教育厅
获悉，当前，我省高考综合改革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为确保改革平
稳落地，定于 2025 年 1 月至 4 月组
织开展新高考适应性演练。

届时，考生、中学、高校、考试
机构全主体参与，考试组织、计划
编制、志愿填报、投档录取全流程
演练。目前已完成考试报名与考
场编排工作，2025 年 1 月 3 日至 5
日组织考试，随后进行评卷，2 月
公布成绩，3 月填报志愿、投档录
取，4 月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进一
步完善新高考考试招生录取工作

方案。
同 时 ，省 教 育 厅 将 全 力 做 好

新高考信息采集、考务管理、成绩
管理、计划管理、投档录取等信息
系统的转接切换、安全检测和压
力测试工作，确保招生录取万无
一失。

针对新高考志愿数量增多，填
报难度加大的实际，省教育厅将进
一步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采用
信息化大数据等手段，为考生提供
往年录取分数、排名查询、志愿推
荐、职业发展等信息，全面提升新
高考服务保障质量，让考生放心、
家长安心、社会满意。

来源：黄河新闻网

2025年1月至4月山西将组织开展新高考适应性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