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新凤今年 41 岁，个头挺拔，双眼有神，
常常微笑示人，古交市桃源街道马兰滩的居
民遇到她都会笑着招呼一声“新凤”。从 2017

年在古交市开始做沙棘膏以来，郝新凤主打一
个货真价实，物美价廉。于是，她经营的“那山
脚下”成为当地人们心中的放心产品，郝新凤
也因诚实守信经营，光荣上榜“太原好人”。

2007年大学毕业后，郝新凤踏上了去往北
京的列车。在朋友的介绍下，郝新凤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
作。然而每日往返 5 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却让她苦不堪
言。走进婚姻，孩子的到来，让郝新凤更加期待生活的改
变。2016年，在与丈夫合计之后，郝新凤回到古交市开始
创业。但是，做什么？怎么做？又让她挠头不已。

一个夏日的午后，母亲拿出自酿的沙棘汁给郝新凤
喝。品尝着自己儿时喜欢的味道，郝新凤内心十分恬静。
她决定，做无添加的沙棘膏就是自己的创业方向。

郝新凤认真查阅了关于沙棘和沙棘膏的很多资料，
并辗转多人联系了食品专家，认真学习了食品制作流

程。此后，她带领全家人上山剪沙棘、挑沙棘，
回来熬制、晾干、装瓶。同时，她在淘宝上开通
账号，包装销售。第一次交易，竟然一下子卖
出去 60瓶。对于郝新凤的产品，对方给予了充
分肯定，这为她做好产品注入了强心剂。

在此基础上，郝新凤自建了熬膏车间与
冷库，注册了“那山脚下”沙棘膏品牌，并进一
步完善生产和销售资质。而伴随着产品质量

过硬，以及郝新凤的网络推广，通过朋友圈、社交圈、实体
店购买她产品的客户越来越过，“那山脚下”沙棘膏也渐
渐走进了北京、上海、江浙、广东等地区，成为了一些人士
餐桌上的必备食品。

8 年商业经营路，郝新凤一直坚守“健康就要无添
加”，在选材上严格把关，工序繁琐不敢消减。郝新凤说：

“物质对于每个人来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取之有
道，用之有度。我会坚持我的原则——诚信经商，坚守道
德底线——诚实做人，在‘小买卖’里坚守‘大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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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西下，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起粼粼波光，水鸟在
天空中追逐嬉戏，路旁的柳叶随风摇摆，汾河河畔便开始迎
来一天最热闹的时光，一拨又一拨游人，大大小小的身影，
在这里运动健身，避暑纳凉。

水有灵气，人有活力。“母亲河”浸润心底的美好，源源不
断地输送着能量，让太原人像保护母亲一样保护着这条河。

让水量丰起来——
强化水资源保护 点水成金探新路

位于汾河上游的阳曲县六固村海子湾一带，山势逶迤，
林木葱郁，满目尽翠。根据山体不同的地形，这一带先后栽
植了新疆杨、金叶卫矛、金叶榆、丁香等树种。在阴坡、山沟
以及通道两侧，则栽植阔叶树，把成片的针叶树分隔开，达

到生物防火隔离作用。
包括海子湾一带，在太原盆地区域，我市总投资 26.87

亿元，在 10 个县 (市、区 )营造水源涵养林 537.8 平方公里，提
升生态系统涵水功能，让汩汩清流出深山。同时，通过严格
实施关井压采等措施，地下水持续回升，又反哺着汾河。目
前，晋祠难老泉水位已连续 200 多天超出泉口，晋源稻作区
多处泉眼复流。

有山有水，在外奔波多年的村民陆续回乡创业，晋源区
赤桥村村民郭丽保带头开起了民宿，并取名“山水缘”。

地下水水位回升，污水在太原也转变为具有资源价值
的“正资产”。位于清徐的山西三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喝上”市再生水综合利用基地的再生水后，不再使用地表
水。市再生水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海英介绍，基地预计
每年可置换新鲜水资源约 2100 万吨。污水处理厂处理出
的中水，经过再生水基地的深度处理，出水的品质堪比纯净

水——污水处理厂的定位，从“治污”向“治污供水双功能”
转变，再生水也成为“城市第二水源”。

在汾河的重要支流——南沙河，正在加快推进复流工
程，预计每日实现再生水回用 3.6 万吨。正在实施的城南、
汾东、晋阳三大污水处理厂水质提升改造工程，有望让包括
南沙河在内的“九河”“活起来”，通过生态补水实现清水润
城，大大缓解了城市的缺水之困，为水城融合发展提供了无
限可能。

让水质好起来——
统筹水污染治理 涤却浊流泛清波

在尖草坪区九丰路上，表面看上去不过多了几处窨井
盖，但是在浇筑好的水泥和沥青下，工人师傅们已经做好了

雨污分流的“精细手术”。去年，在完成兴华街改造的同时，
我市城管部门对九丰路、千峰北路、和平北路等街道的 34处
雨污混接点进行改造，兴华街雨水泵站系统也成为全市 47

个雨水系统中第一个彻底实现雨污分流的区域。
改 造 的 是 雨 污 分 流 的 路 径 ，提 升 的 是 居 民 的 幸 福 指

数。“现在雨水走雨水的管，污水是污水的管，既不对小区公
共设施产生影响，又避免污水通过雨水管网排至河流造成
污染。”晨光小区居民赵美霞说，“自从新接了排水管道，家
里的下水道再也没堵过，平时难闻的气味也都没有了，也让
居民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烈日炎炎，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马培亭脸上滚落，他和
工友们正忙着太榆退水渠沿线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项目
的扫尾工程。太榆退水渠是汾河的一级支流，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沿线村庄多、排污口多，一直是汾河水质治理的重
点和难点。预计 6 月底项目完工后，沿线 19 个村所有的生
活污水将被送到汾东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不但有“硬核”
的工程，还有“硬核”的监管。在太榆退水渠沿线，记者看
到，每隔 2个小时，就有一台无人机会开启自动巡河模式，对
沿岸 159个涵口做到实时监控。

总投资 7.58 亿元的潇北污水处理厂项目，是落实“一泓
清水入黄河”重大决策部署的省市重点工程，重点保障潇北
片区重大转型项目及居民生产生活污水排放需求。该厂的
建设，见证着推进水污染治理的“太原速度”：从 4月 10日首
个单体封顶开始，5月底 18个单体全部封顶；原计划 60天完
成的顶管管线贯通提前 20天完成……

我市“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总计 52 个项目，
估算总投资约 231.36 亿元。目前，52 项工程已开工 39 个，
开工率 75%，开工项目中已完工 14个。

让风光美起来——
提速水生态修复 水韵灵动美如画

晨光熹微，朝霞映水，成群的水鸟在湖面上嬉戏；游玩
的市民迎着清风，陶醉在晋阳湖的绿树花海中。

眼瞅着晋阳湖水系连通工程有了重大进展，水终于要
动起来了，住在晋阳湖边的居民杜玉莲，心情也跟着“荡漾”
起来：“与风峪河连通后，800 米长的蓄水区，超过 1 万平方
米的蓄水面积，晋阳湖将成为拥有源头活水的一泓清池。”
据介绍，晋阳湖与风峪河连通需开挖渠道 944 米，现已完成
890米；3座钢坝闸，也已安装 2座。

从娄烦入境，到清徐出境，汾河纵贯太原南北 188 公
里。在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清徐段，沿岸栽种的波斯菊、
细叶芒、重瓣黄刺玫等 30余种花卉草木，让一度荒芜的河堤
再现“风吹百花香两岸”的大河盛景。去年完工的生态治理
项目，全长 10.44 公里，通过堤坡放缓、清淤疏浚、滩槽治理、
栽种植被等，还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提升景观效果和河
道生态防护功能，建设方采用了松木桩、青石、波浪桩等生
态材料；通过在河道中修补“新岛”，不仅加宽了河道流水断
面，防止蓄水后剥蚀影响带来的塌岸风险，同时形成了“岛、
水、岸”相融一体的生态美景，扮靓汾河百公里长廊。

远眺，汾河浩浩荡荡，日夜奔流不息。俯瞰，并州山水
相融，尽显诗情画意。今年 1 至 5 月，汾河太原段水质仍在
持续改善：河底村和韩武村两大国考断面，由去年同期的Ⅳ

类水提升为Ⅲ类水，上兰国考断面，由去年同期的Ⅱ类水提
升为Ⅰ类水。

并州大地因水而灵动，一泓碧水浩荡奔涌新征程，太原
正在全力绘就清水长流、岸草成茵、与河共生、水美业兴、润
泽八方的生态画卷，努力将群众身边的河道打造成安澜之
河、美丽之河、幸福之河！

记者 任晓明

2017 年 6 月、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亲临山西考察调研，对于汾河治理先后

提 出“ 一 定 要 高 度 重 视 汾 河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

好起来、风光美起来。”“要切实保护好、治理

好汾河，再现古晋阳汾河晚渡的美景，让一

泓清水入黄河。”等重要指示。牢记领袖殷

殷嘱托，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市委、

市政府扛起省会担当，统筹“用水、兴水、防

洪、复流”，展开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综合

治理，坚决完成这项事关长远的重大政治工

程、生态工程、发展工程、民生工程。

碧波涌生机碧波涌生机 河湖泛笑颜河湖泛笑颜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太原样本

“太原好人”郝新凤

诚 实 做 人 诚 信 经 商

6 月 19 日 10 时，小店区北格镇辛村小学操场上，全
校师生排好队形，开始每天的“武术”课间操。伴着铿锵
的节奏，师生们打出一套行云流水的武术动作，整齐划
一，颇具气势。这便是该校开设的校本课程——以形意
拳为代表的武术课，传承非遗，强身健体。

武术进校园是辛村小学的一大特色。一、二年级学
生习武术基本功，三年级开始学习形意拳课程，五、六年
级学习棍、枪等器械，每日课间操，全校师生同练。

“我们一直在创新教学方式。课间操加入武术，让全

校师生都能参与进来。从最初 20来个孩子练，逐渐发展
成为‘人人练武、全员会武’的局面。”马红生校长介绍，将
传统武术中“武德”部分结合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培养学生
自律、坚毅的品质，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辛村自古就有习武的传统，“辛村形意拳”更是源远
流长、代代相传。为了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响应国
家“武术进校园”号召，2010 年，辛村小学将武术引进学
校。经过十多年发展，学校确立“礼德教育”特色教育，建
起武术训练基地，先后获得“小店区德育示范校”“太原市
特色小学示范校”等荣誉称号，并于 2016 年成功举办太
原市第九届青少年武术锦标赛。

马红生说，希望培养出更多热爱形意拳的孩子，把这
一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和发扬。“不管我们的孩子将来
走向何方，武术学习给他们带来身体素质的提升和思想
品德的熏陶，都是终身有益的。”

记者 王 丹 通讯员 尤一焱 李江伟 文/摄

本报讯 6月 18日，小店区艺术教育成果汇报展演
在沙河街小学举行。课桌舞、舞台剧、武术操等丰富多
彩的节目，让孩子们抒发出对美的热爱。

畅享“课桌旋律”，感受艺术魅力。来自沙河街小学的
课桌舞“和乐少年”、黄陵中心校大吴小学的课桌舞“山西
姑娘”、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的课桌舞“Get Ready Go”，
给在座的观众带来极强的律动感，大家尽享视觉盛宴的
同时，也感受到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由沙河街小学校、汾东小学校、东中环小学校演唱
的《好习惯我成长》之歌，唱出新时代少年的心声，悦耳

的歌声荡漾在每个人的心田，陶醉之中尽情感知美、创
造美。

九一实验学校的“中华少年”民间传承武术、光明小
学的“唐宫夜宴”古典舞、沙河街小学的“特殊的点名”
舞台剧，太原市第四实验小学的“雄狮少年”民族舞、九
一小学的“戏韵”戏曲舞蹈、西温庄乡中心校的“绳操”
艺体融合等节目，各具
特色，赢得观众的阵阵
掌声。

（王 丹、成 娟）

艺 教 展 演 润 物 无 声

师生课间练习形意拳

同学们在课间操练习形意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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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原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收回小店区荣军南街以南、龙城北街以北、针织东
路以东、马练营路以西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告

各有关单位及住户：

为实施太原市城市规划，太原

市人民政府决定收回位于小店区

荣军南街以南、龙城北街以北、针

织东路以东、马练营路以西，面积

45198.6 平 方 米 的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用 于 黄 陵 城 中 村 改 造 项 目 建

设。具体位置如附图所示。

望各单位及住户自本通告发

布之日起 15 日内带有关土地手续

到太原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理

土地使用权注销手续；逾期未办理

的将予以注销。收回上述国有土

地使用权涉及的补偿事宜，按照有

关规定依法进行。

涉及的单位及住户如有异议，

可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0351）3586630

太原市人民政府

2024年 6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