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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平市“五个一”实践锻炼活动

助力乡村振兴新生代成长成才

高平市近年来以“五个一”实践锻炼活动为牵引，推动乡

村振兴新生代的成长成才。 这项活动旨在培养一支政治过

硬、素质过硬、作风过硬、本领过硬的乡村振兴新生代队伍，

为高平市的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高平市在全面考虑的基础上，出台了《在全市乡村振兴

新生代中开展“五个一”实践锻炼活动的实施方案》。 这个方

案明确提出了实践锻炼活动的具体内容，包括开展一次民情

走访、摸排一遍困难家庭、记录一本民情日志、写好一份调研

报告、办好一件民生实事。 为了确保活动能够落细落小、见实

见效，高平市还制定了“三台账一参考”（走访台账、困难家庭

信息台账、民生实事台账、调研报告选题方向参考）。

在全面部署的过程中， 高平市的 15 个乡镇 （街道）党

（工）委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根据《方案》要求，召开了乡村振

兴新生代“五个一”实践锻炼活动动员部署会。 这些会议的目

的是迅速将活动的要求传达给每一位新生代，引导他们向下

扎根、向阳生长。 同时，乡镇（街道）主要领导也亲自出席动员

会，寄语新生代要珍惜机遇、感恩奋进。

为了全力保障实践锻炼活动的实效，高平市委组织部精

心准备了一个包含四项内容的实践锻炼“大礼包”，包括一本

印刷精美的《乡情日记本》、一套精心挑选的实用丛书、一册

精准编撰的《农村党组织工作应知应会常识》，以及一个精致

搭建的交流平台（公众号 / 视频号）。 此外，各乡镇（街道）通

过“三带一”形式（科级干部、包村干部、村党组织书记），指导

新生代通过扎实开展“五个一”活动提升工作本领，展示工作

成效，助推实践锻炼活动走深走实。

截至目前，高平市已有 500 余名乡村振兴新生代参与了

这项活动。 他们已经走访了 6663 户群众，摸排了 3278 户困难

家庭，包联了 540 余户困难家庭，撰写了 150 篇调研报告，搜

集了 1374 条意见建议，并推动解决了 823 件民生实事。 他们

在希望的田野上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用实际行

动谱写着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高平市“五个一”实践锻炼活动的成功开展，不仅为乡村

振兴新生代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高平市的乡村

振兴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这一活动将继续深入推

进，让更多的新生代得到锻炼和成长的机会，为高平市的乡

村振兴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张莉）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启动 2023年“青春兴晋”大学生

“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朔州市朔城区于 7 月 7 日正式启动了为期一月的“青春

兴晋”大学生“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进

一步推动朔城区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引导和帮助朔城区籍

大学生深入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增强他们回报家乡、服务

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启动仪式上，共青团朔城区委为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的

朔城区籍大学生进行了岗前培训。 强调了大学生们要勤学善

思，主动实践，切实增强自身综合素质；要勇于吃苦，敢于担

当，在社会实践中锤炼作风；还要严守纪律，谨言慎行，确保

自身和单位的安全。

此次实践活动，共有朔城区青年志愿者协会、朔城区南

城街道团委等 10 个社会实践单位或组织为大学生们提供了

实践岗位。共有 251 名大学生参与其中，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一

个月里，通过实践活动，深入了解家乡，认识家乡，并在这个

过程中收获友谊与进步。

朔城区“青春兴晋”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自开展以

来，已经为 1263 名朔城区籍大学生提供了实践岗位。 这不仅激发

了青年学子对家乡的热爱和责任感，也进一步发挥了共青团引领

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重要作用。

我们期待通过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让更多的朔城区籍大

学生能够回到家乡，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

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希望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

综合素质，为将来回报家乡、建设家乡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们相信，在这个实践平台上，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将会

学习到宝贵的知识和技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积累丰富

的人生经验。 他们将带着这份独特的家乡情怀和责任感，回

到各自的大学校园，将在实践中所学习到的一切传播给更多

的同学，影响更多的人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

我们期待着每一位参与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同学都能满

载而归，期待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都能发光发热。 我

们期待着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带着他们的学识和才华回到

朔城区，为朔州朔城区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相信，有了这些年轻力量的加入，朔州朔城区将会

以更加迅猛的姿态，向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进。 我们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年轻的力量将会成为推动朔州朔城区

发展的重要引擎，为这个美丽的城市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夏天，期待这些年轻的面孔，期待

他们在实践中找寻到自己的方向，期待他们在服务家乡的过

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一

起见证他们为家乡的未来播下希望的种子。 （卫志雄 马强）

资讯

在炎炎夏日， 来到山西省

阳高县东小村镇上马涧村的杏

园，看到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在这里， 杏农孙育新正脚踩树

枝， 身体前倾， 用右手轻轻一

扭， 一个拳头大小的杏果就被

熟练地摘下。 这是他一年中最

忙碌的季节， 也是他一年中最

期待的时刻。

这几天正是杏果采摘旺

季， 孙育新一家人清晨 5 点就

开始在杏园忙碌。 刚送走一批

前来采摘的游客， 又有客户打

电话要求快递 10 箱杏到太原。

虽然工作忙碌， 但老孙的脸上

却挂满了笑容 。 他告诉我们 ：

“虽然今年受到霜冻影响减产，

但 1 斤杏可以卖到 8 元钱 ，减

产不减收。 今年我还购买了杏

果防寒灾害险， 家里 7 亩地预

计还能获赔 2000 多元。 ”

阳高县是我省的“杏果之

乡”，杏树种植历史悠久 ，并已

成为当地面向外界的特色名

片。 为了让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叫得更响，近几年，阳高县把杏

果产业作为六大特色农业产业

之一，从杏果的种植生产、精深

加工、 销售宣传抓起 ， 积极推

动杏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阳高县的 中 驰 发 展 有 限

责任公司是杏果产业的代表

企业之一 。 在他们的杏脯生

产车间里 ， 工人们正在忙碌

地生产线上加工杏果 。 清洗 、

去核 、煮烫 、烤制 、灭菌消毒 、

包装 ， 每一个步骤都在严格

的生产线上进行 。 这些经过

处理的杏果 ， 将变成一袋袋

的杏脯 ，销往全国各地 。 企业

负责人王志军自豪地说 ：“我

们将阳高京杏 、鲜食杏 、仁用

杏 等 加 工 成 杏 脯 、 杏 干 、 杏

核 、杏仁产品 ，既解决了杏果

不易保存 、积压滞销的难题 ，

又 大 大 提 高 了 附 加 价 值 ， 扩

大了市场销售范围 。 ”

阳高县的京东快递营业点

的工作人员也是忙个不停。 平

时快递车每天装不满一辆 ，这

几天却满满当当发出六七车 。

大接杏最远邮到云南、广州。 营

业点负责人高海军介绍：“我们

针对杏不易长期储存、 运输途

中容易磕碰等情况， 与公司合

作开展了鲜食杏产地直邮帮扶

活动， 实现了鲜食杏直采直封

直邮， 让田间地头采摘的新鲜

杏果能够及时、 安全送到消费

者手中。 ”

为了持续致力于品牌 推

广， 阳高县在 7 月 1 日启动了

“杏韵 e 镇” 采摘节。 在县电商

公共服务中心的田间地头直播

带货活动中， 阳高县进一步拓

宽了杏的市场销路。 这一系列

的努力都显示了阳高县推动杏

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 和

实力。

在采访结束时， 孙育新对

记者表示：“我们虽然受气候影

响会有减产的风险， 但有了政

府的支持和保险的保障， 我们

有信心继续发展我们的杏果产

业。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品尝到

我们阳高的大接杏。 ”他的笑容

和话语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和

期待。 （邱红军）

山西省阳高县杏农孙育新的丰收季节

防寒灾害险的保障

与杏果产业的繁荣

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近日， 山西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学习中

央及省委关于学习推广“千万

工程” 经验的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听取全省粮食生产、村庄规

划情况汇报，审议《山西省践行

“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振兴

行动方案（讨论稿）》。 省委副书

记、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组长商黎光主持会议。

会 议 强 调 ，“千 万 工 程 ”

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

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一项重大决策 ，20 年来浙

江持之以恒推进实施， 取得了

具有历史性、开拓性、引领性的

巨大成就， 充分彰显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要认

真学习中央精神， 按照省委要

求 ，充分落实“有力有序有效 ”

要求， 建立健全灵敏高效的工

作机制， 从产业发展、 环境整

治 、 基层治理等方面入手 ，把

“千万工程”经验创造性转化到

“三农 ”工作实践之中，推动乡

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抓粮食生产 、保粮食

安全是重大政治责任。 各级各

部门要严格执行新出台的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

法，高度警觉可能出现的气候、

虫害等不确定因素，加强预判，

做好防范， 确保全年有个好的

收成。

会议强调，村庄规划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

也是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必须首先抓好的一项工作。 要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统

筹做好村庄规划时序安排 ，把

握好编制效率，保证编制质量，

确保有条件、 有需求的村庄早

日实现规划全覆盖。

省 委 农 村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省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领 导

小组） 成员单位主要负责 同

志参加会议 。

（卫奎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