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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升级的下栅村小学

山西省山阴县：

清洁取暖提升生态颜值

加码幸福温度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候鸟开启了一年

一度的春季迁徙之旅，天鹅、赤麻鸭等一大

批珍稀鸟类抵达山西省山阴桑干河国家湿

地公园。 嬉戏的候鸟与春日的湿地和谐共

生，构成了一幅“群鸟翔集报春归”的美丽

画卷。 桑干河畔生态美，充分彰显了山阴县

改善生态环境迈出的坚实一步。

近年来，坚持“环境就是民生”的发展

理念，以“大生态”观念统揽城乡建设、加快

绿色发展， 以全域清洁取暖破题城乡生态

建设的难点、堵点和痛点。 2024 年山阴县空

气质量达标 317 天，较 2021 年大幅度提升，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全年的 86.8%。

清洁取暖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生态环境

改善，是一项重要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 山阴县强化舆论引导，充分发挥

县乡村三级对于清洁取暖工作的主体作

用，综合运用线上线下“两个媒体”，通过常

态化、入心脑的宣传模式，促进群众转变传

统取暖观念、提高清洁取暖消费意愿，全力

构建党委政府主导、企业积极参与、群众充

分配合的工作格局。

清洁取暖工作怎么推？ 山阴县的答案

是：调研先行，谋定后动。 系统分析山阴县

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气候条件、供暖需求、

群众意愿等核心因素， 分类做好区域能源

系统规划，科学划定清洁取暖技术路径，综

合考量各类供暖模式费用，全方位优化暖、

电、光和生物质能的供给比例，实现配置合

理、 科学高效。 重点围绕解决散煤燃烧问

题，县城和城乡接合部以集中供暖为主，在

集中供热管网和能力满足的条件下， 以巩

固改造为主的集中供热清洁取暖， 向县城

周边及城乡接合部拓展。

清洁取暖关系千家万户。 山阴县通过

加强对供暖企业的政策支持， 鼓励企业提

供多样化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探索有效

的商业模式， 以新市场空间和业务收益补

贴供暖项目。 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

合理确定财政补贴标准，完善热价、电价 、

生物质燃料等价格机制， 提高清洁取暖项

目的经济吸引力。 （高培富 武丽伟）

山西省沁源县：

实现建制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全覆盖

近日，随着山西省沁源县灵空山镇生活

污水处理项目建成， 沁源县建制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实现全覆盖。 全县生活污水日处

理能力由原来 1 万立方米提高至现在的

2.96 万立方米， 县城出水水质由原来的三

项五类提高至四项三类， 群众人居环境及

水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沁源县拥有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 生态保护成为发展

核心任务。 近年来，沁源县将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纳入政府部门年度考核， 建立“周调

度、月通报、年考评”机制，并按照“一镇一

策 ”原则，优先布局人口密集区、生态敏感

区及水质超标流域。 针对不同镇域特点，灵

活采用“A2O+ 深度处理”和一体化模块处

理工艺，累计投资 3.4 亿元，完成县城污水

处理厂扩建及郭道、 王和等 6 个建制镇污

水处理项目建设，同步建成 12 个村级污

水站。

为确保长效运营， 全县 6 座污水处理

厂、12 个污水站均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第三

方环保企业运维，并出台《污水处理运营考

核管理办法》，将绩效考核结果与运营费用

挂钩。 同时，在管网建设方面，创新实施分

级治理，新建镇道路严格执行雨污分流，管

网与道路工程同步推进； 对既有合流制管

网区域开展“微创手术”，通过增设截流井、

调蓄池降低雨季溢流污染； 偏远村庄则采

取“分流管网 + 收集池 + 就近转运”模式，

杜绝污水直排。 目前， 全县 181 个行政村

中 ，64 个村接入镇级管网 ，51 个村实现污

水转运处理，4 个村完成整村搬迁。

（据沁源县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

创新思维、多措并举，拓宽为老服务

“半径 ”，延伸为老服务“触角 ”，不

断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 全面推进

养老服务业发展 ，让老年人安享

晚年。

“小关，麻烦你给我带一瓶酱油

和一把牙刷。 ”

“好的，马上过去。 ”

上午 10 点，家住省建巷华苑二

区 80 岁的甄杰老人通过长治市星

链养老服务中心的养老预警平台提

出了自己的购物需求。 一刻钟的时

间， 工作人员就把所需要的生活用

品送到了老人的家里。除此之外，工

作人员还为老人做了常规身体检

查， 让她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全方

位的贴心照护。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办得挺好，

随叫随到，特别棒。我们老年人腿脚

不太方便， 这个服务为我们提供了

很大便利。 ”甄杰老人连声称赞道。

一键呼叫， 工作人员以及相关

救援机构 24 小时待命，确保老人能

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 长治市星

链养老服务中心自主研发的养老预

警平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前沿技术， 对老人的日常生活

状态进行全方位监测， 让老人在家

就可享受便捷养老服务。

“我们会为签订居家养老服务

协议的老人安装一个呼叫服务器。

老人有什么需求， 我们会第一时间

做出研判， 并在最短时间内上门处

理问题， 保证老人在家就能得到充

足的关注和照顾。 针对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人， 我们每周都会提供 3 次

以上的上门服务， 改善居家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让老人‘养老 ’变‘享

老’。 ”长治市星链养老牡丹苑服务

站站长关耀华热情地说。

居家养老服务能让老人在熟悉

的环境中享受专业照护与多元服

务， 家庭养老院则让老人在家庭般

温馨氛围里，获得更个性化、亲情化

的照料。 在长治市星链养老服务中

心的家庭养老院里， 老人们在这里

下棋、写字、唱歌，享受儿女般的暖

心照顾，安享幸福老年生活。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 我

们老人们在一起也有共同语言 ，特

别高兴。 ”家庭养老院老人宋爱英由

衷地称赞道。

“目前，我们签约居家服务的老

人有 20 余人，入住家庭养老院的老

人有 8 人。接下来，我们要从老年人

实际需求出发，进一步升级设施，引

入更先进的智能养老设备， 助力老

人足不出户享受精准服务。 同时加

强员工培训，提升服务质量，真正让

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 老有所为、老

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长治

市星链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梁贵英

表示。

养老服务关系千家万户，关乎人

民群众福祉。 近年来，潞州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大力推进养老服

务建设，从基础设施完善到服务内容

拓展， 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水平，致

力于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拥有幸福美

满的晚年生活。 目前，潞州区共有养

老服务机构 16 家， 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站 47 家，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 21 家，形成了“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

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 随着专业

护理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服务能力逐

年提升，有效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 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心、幸

福。 （东方董婕）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

优质养老服务稳稳托起老人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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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孝义市下栅乡

解锁资源“百宝箱”

近年来， 山西省孝义市下栅

乡紧扣时代脉搏， 以党建为引领，

探索闲置资源活化“全链条”模式，

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全力探索出一

条极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奏

响了激昂奋进的发展乐章。

党建领航绘蓝图 ， 闲置资源

“活 起 来 ”。 下 栅 乡 党 委 创 新

“1+3+N”资源盘活机制（1 个乡级

资源统筹平台 +3 类资源转化路径

+N 个特色产业项目）， 组建由 32

名党员骨干组成的攻坚专班，建立

全乡闲置资产动态数据库 ， 通过

“腾笼换鸟”“校企联姻 ”“跨界融

合”三大路径实现价值再造。 铭信

禽业利用闲置标准化厂房进行改

造，与山西康满仓食品有限公司达

成合作， 项目一期改建厂房 6000

平方米，冷库 10 座，储存能力可达

1000 吨。 西铺头村通过“村集体股

份经济合作社 + 农户”模式托管土

地 1.6 万亩 ，实施配方施肥 、无人

机植保等标准化服务， 带动 1630 户农

户年均增收 1800 元。

产教融合育动能，乡村振兴“强起

来”。 下栅村与吕梁宏达职业高级中学

达成合作， 对下栅村小学实施标准化

高级中学改造，着力打造“校舍焕新”

工程，建设现代化教学实训楼 3 栋，重

点打造“两基地三中心”（乡村振兴技

能人才培养基地、非遗技艺传承基地、

虚拟现实技术创新中心、 数字文创研

发中心、 酿酒工艺实训中心）， 计划

2025 年 9 月正式招生， 预计三年内培

养专业技术人才 1200 人。

跨界融合提质效，民生福祉“实起

来”。 下栅新区养老院与恒泰石油有限

公司合作， 对下栅新区养老院进行改

造，体检中心与解放军总院（301）第 8

医学中心体检中心合作， 配置高端体

检设备，开展常规、职业病及远程医疗

服务和智慧养老平台， 预计可为 160

名老人提供 24 小时健康监测，同步开

发药膳餐饮、中医理疗等特色服务，提

升综合养老服务水平。

研学网络强矩阵，文旅赋能“热起

来”。 上栅村以“生态 + 文化 + 教育”

为核心理念， 精心打造 300 平方米陶

艺工坊 、170 平方米木艺工坊 、800 平

方米农耕体验专区、200 平方米农具体

验区等融合多个特色板块的研学基

地，为中小学生提供沉浸式研学体验。

同时，培养 11 名本土非遗讲解员、8 名

研学课程设计师， 人均月收入达 4500

元，预计年接待研学团队 2.1 万人次，

创收 45 万元。 （张静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