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就地化解。生活
在我们街道，幸福感满满！”11 月 8 日，万柏
林区千峰街道征集群众反馈意见时，居民
纷 纷 点 赞 。“ 一 面 旗 ”“ 一 张 网 ”“ 一 线 法 ”

“ 一 次 办 ”“ 一 比 武 ”，为 提 升 基 层 治 理 效
能 ，今 年 以 来 ，万 柏 林 区 千 峰 街 道积极探
索 创 新 治 理 模 式 ，以“ 五 个 一 ”为 有 力 抓
手，成功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消除了
治理“空白地带”。

“一面旗”

该街道定期举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学习和专题研讨，在思想碰撞中查短
板、找不足、明方向。 8 个基层党组织依托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党员大会等载体，
采用听得懂、易理解、能记住的方式，组织
党 员 认 真 学 习 党 的 新 思 想 、新 理 论 、新 战
略，定期开展基层党务知识讨论，持续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往实里走、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今年以来，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
学习 14 次，专题研讨 10 次，各基层党组织
集中学习 200 余场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
信行统一。

“一张网”

千 峰 街 道 在 为 民 服 务 中 不 断 强 化 为
民、便民、育民、富民、暖 民 、惠 民 、安 民 功
能 ，充 分 发 挥 党 建 引 领 网 格 治 理 的 核 心
作 用 ，以 网 格 化 管 理 和 精 细 化 服 务 为 方
向 ，积极组织开展“吹哨报到 ”工作，把问
题解决、群众满意作为“中心吹哨、部门报
到”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一线网
格 的 难 点 、痛点、堵点，努力实现“小事不
出 网 格 、矛 盾 就 地 化 解 ”。 通 过 网 格 服 务
阵地建设，打造“邻里驿站”一站式服务中
心，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一线法”

该 街 道 结 合 班 子 成 员 职 责 分 工 和 社
区实际，健全完善社区包联 工 作 制 度 ，通
过 坚 持 在 一 线 调 研 、问 题 在一线解 决 、工
作 在 一 线 推 动 、形 象 在 一 线 树 立 、实 绩 在
一 线 考 评 ，切 实 引 导 广 大 干 部 转 作 风 、强
本领、勇担当，推动工作提速、服务提质、
程 序 规 范 、运 转 高 效 ，让 基 层 一 线 工 作 落
到实处、落到细处。

“一次办”

千峰街道着力提升便民服务水平，以
“一次办”为目标，全力打造高效便捷的政
务服务环境。一方面优化服务流程，整合各类政务服
务资源，实现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另一
方面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为
群众提供热情、周到、专业的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
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增强了群众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一比武”

该街道通过实地察看、资料审阅、书记汇报等形式，
开展工作逐一点评打分制度，从中提炼总结经验，查找
短板弱项，明确改进方法。此外，街道还组织各社区党
支部书记观摩学习，从而凝共识、明思路，查不足、补短
板，学先进、促提升，将社区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具体，
抓出特色亮点、抓出成绩效果，在全街道形成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 记者 侯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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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一种味道。一份乡愁，一片向往。无论是
远在他乡的游子，还是一座城市的旅人，这种味道足以慰
藉心灵。

在迎泽区，非遗美食不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情怀，
它们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和生活方式，传承着一方文化。

在迎泽大街与解放路交会处，一家名为太原面食店的
餐馆是很多老太原人的记忆。临近饭点时，这里座无虚
席、人来人往。

作为忠实的食客，不少老太原人几十年如一日，只为
那一口经典的舌尖味道，这味道就出自于转盘剔尖制作技
艺。这项技艺于 2020 年被列入迎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太 原 面 食 店 转 盘 剔 尖 的 创 始 人 名 叫 曾 昭 智 。 1958

年，他在原传统剔尖的基础上创新——将和好的面放在餐

盘中，制作时一边转盘子，一边往锅中剔面。后来，这便成
为山西“四大面食”之一的“转盘剔尖”。

本土好味在迎泽区不胜枚举。在钟楼街与柴市巷交
会处，一家包子铺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那热腾腾、香喷
喷的包子以传承近百年的手艺“熨帖”了食客们的味蕾，承
载着几代太原人的味觉。

临近中午，餐厅内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冒着热气的
包子依次上桌，咬一口，汤汁溢出，香气扑鼻，食客们享受
着这一口美味带来的满足感、幸福感。

福聚诚天津包子铺的前身是 1935 年建于天津的福聚
诚天津包子铺。 1956 年，为支援中部地区重工业城市建
设，在政府的安排下，天津福聚诚包子铺迁至太原五一路，
并更名为天津包子铺。自此，福聚诚天津包子铺在太原扎
下根来，并在后来的岁月中融入三晋美食文化之中，成为
本土餐饮业的一张名片。2023年，福聚诚天津包子制作技
艺被列入迎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城市更新改造，包子铺的经营场所多次改迁。为
推动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2023 年，迎泽区委、区

政府将福聚诚天津包子铺引进钟楼街，古色古香的钟楼街
让老字号再现生机。

钟楼街的好味，令食客们流连忘返。寒风渐起，走进
百年老店恒义诚，喝一碗醪糟，用炽热的甜蜜驱散严寒，身
心都得到了滋养。

恒义诚甜食店的醪糟，汤汁清莹，江米玉白圆润，入喉
甘润绵柔，那股清甜久久萦绕在唇齿间，回味无穷。热流
瞬间温暖了脏腑，鼻尖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好不畅快。

尽管不少地方都有醪糟，但味道却大不相同。鸡蛋醪
糟是太原特色小吃，有民谚道：“太原府三件宝，头脑、醪
糟、豆腐脑。”岁月流转近百年，老字号的味道没变，恒义诚
老店也成为太原城中的地道风物。2023年，恒义诚老鼠窟
醪糟制作技艺被列入迎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原炝锅面制作技艺、黍米黄酒酿造技艺、“鼓楼”李
家油酥饼……在迎泽这片美食江湖中，很多独具特色的美
食或其制作技艺被列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数老
饕们念念不忘的美味。来迎泽，尝味道、品文化，去感受舌
尖上的非遗好味，定然不虚此行。 记者 王 勇

初冬已来，寒意未至，步入杨房村，恍若踏入田园诗
卷。连片的高粱挺拔而立，微风带着凉意与温柔，仿佛
悠扬乐章，低吟着丰收的欢歌，浅唱着季节的更迭。

杨房村坐落于清徐县南部 15公里处，立足发展食醋
特色配套产业，打造出以醋文化旅游为基础，集果蔬采
摘、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科技展示、旅游服务、文化创
意、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千亩城郊农业示范园。

设施农业的交响

杨房村今年迎来农业大丰收。温室大棚内，各种蔬
菜瓜果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杨房村建
设了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 600 余亩、146 栋，主要种植西
红柿、黄瓜、西芹、西葫芦等作物。智能化温室实现了设施
蔬菜现代化、标准化、专业化、绿色化生产。温室单棚年收
益可达 5 万元~7 万元，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75.4 万元，带
动土地流转 2000余亩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暖阳下，一批“80 后”“90 后”返乡创业者忙碌于温
室大棚间，为设施农业注入了活力与创意，蹚出农户和
集体经济“双增收”的路子。

葡果飘香的欢歌

错落有致的日光节能温室镶嵌在田地中，闪着科技
与绿色的光芒。在金黄与翠绿交织的画卷中，葡果悄然
换上了盛装，恰到好处地勾勒出杨房村的韵味与风情。

在杨房村果树栽培区，种有 5 个品种共 50 亩葡萄，
还有其他果树 65 亩，包括梨、枣、樱桃、西梅等。果树栽
培区与农业科技展示区、绿化区相呼应，乡村生态旅游
初具规模，带动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产品的附加
值也随之提高。结合挖掘醋文化的布局，村里还种植了
74 亩葫芦，开发集葫芦观赏、采摘、研学、文创为一体的

“葫芦产业”发展模式。
以醋、葫芦文化为例，将种植与休闲、教育、文化创意

相结合，铺就了一条高社会效益、高经济收益的发展路径。

延链强链的文脉

杨房村是山西老陈醋的发源地之一，醋文化是最亮
名片。村里以“醋姑姑、醯娘”为文化品牌，打造了老陈
醋民俗文化街和老醋坊、啤酒吧、餐饮、民宿等 5 个院
落。“老房子”换上了“新装扮”，保留、挖掘出村落文化的
符号和民俗内涵，加快了传统建筑的恢复及景观设计，
形成以醋产业为延伸的品质服务业态小集群。“一街五
院”示范带动，唤醒沉睡的资产，村集体富了起来，村民
的口袋鼓了起来。

村美民富产业兴，加上高粱、葡果与陈醋的醇厚馨
香，让人沉醉于和美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之中。

见习记者 孙佳敏 通讯员 弓俊芳

本报讯 11 月 13 日市邮政管理局传来消息，该局联合
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太原旅游景区邮政
服务水平的通知》，鼓励邮政企业集中建设一批文旅资源富
集、服务功能突出、能够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主题邮局，进
一步丰富全市文化旅游景区邮政服务内涵。

在钟楼街的主题邮局内，河南游客杜女士买了一些纪
念品邮寄回家，一两天后，家乡的亲友会陆续收到这份来自
太原的礼物。近年来，我市先后在省博物院、太原古县城、
钟楼街等处设立了主题邮局，逛完景点寄出太原的美食特
产和文创商品，成了不少人的“常规操作”。

该通知提出，我市将鼓励国家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
利用游客服务中心等现有空间为主题邮局设置提供便利，
引导旅游景区打造主题邮局公共服务平台。鼓励邮政企业
着眼游客需求，充分发挥太原经济、文化、地缘地貌等旅游
优势，集中建设一批文旅资源富集、服务功能突出、能够体
现当地文化特色的主题邮局。

同时，各县（市、区）文旅部门要积极搭建平台，优化政
策环境，鼓励支持景区主题邮局建设项目落地。邮政企业
将认真梳理分析旅游景区邮政服务现状，加强与景区对接，
突出邮政特色、文化特色、地方特色，按照主题邮局功能定
位逐步推进项目建设。 （李 涛）

我市鼓励景区

打造主题邮局

本报讯 11 月 1 日起，我市正式供热，十几天来，太
原热力集团咨询热线 4158850 不断接到咨询或报修电
话，工作人员 24 小时在线接听来电，及时解答用户疑问，
快速派单解决用户“温暖”问题。

11 月 9 日凌晨，热线接到用户来电，反映建设南路
183 号院许多用户家中不热，客服中心立刻派单至杏花
岭分公司进行处置。分公司值班人员调取该小区所属
的“太铁干院热力站”相关数据发现，热力站运行正常，
初步判定为用户庭院管网出现故障，遂组织运维人员前
往该院检查站内低区的 5 趟分支系统，很快发现其中一
趟分支漏水。该分支共影响 23 栋楼、678 户、约 4 万平
方米的供热面积，关掉阀门后，运维人员立即着手寻找
漏 点 ，直 至 当 日 下 午 5 时 才 确 定 漏 点 位 于 3 单 元 内 环
沟。由于该区域缺乏产权单位和物业管理，杏花岭分公
司随即组织应急队伍进场抢修，挖沟、切割、更换管道、
焊接、回填、重新调压，至 11 月 10 日晚 7 时左右，终于恢
复供热。

同样在 11 月 9 日，家住并州南路大营盘物价局宿舍
的一位居民通过热线反映，该小区入楼供暖管道破损，影
响供热效果。客服中心了解到，该小区庭院管网为用户
产 权 ，且 为 无 物 业 管 理 小 区 ，居 民 们 无 力 自 行 解 决 问
题。为保障居民正常用热，中心遂派单至小店第二供热
分公司，公司立刻组成 7 人的专项维修小队，前往现场处
置。由于小区内比较狭窄，作业面有限，施工难度较大，
维修人员花了将近 10 个小时才找到漏点，然后立即开展
维修作业，经泄水、切割、更换管道等程序后，该楼 36 户
居民的供热恢复正常。

据了解，2024 年—2025 年供热季，太原热力集团直
接管理的供热面积超过 2 亿平方米，服务用户 155 万余
户。为更好地服务用户，他们积极构建集团客服、分公司
调度、热力站站长三级服务体系，一方面通过“太原热力”
微信公众号和媒体公布各供热分公司调度、经营电话，另
一方面组织一线运维人员加入用户业主群，还在热力站、
各小区张贴热力站站长信息公示牌，以实际行动践行热
力人做好市民用户“供热服务生”的暖心承诺，努力让用
户“屋暖、人暖、心更暖”。 （刘晓亮）

4158850：

热线架起连心桥

当好供热服务生

本报讯 市城管局城市排水管理中心与软
件开发公司合作，成功推出了“晋排管理”小程
序，取代了传统的纸质填报方式，大大提升了工
作的效率和准确性。自 10 月 29 日小程序启用
至 11 月 7 日，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普查出排水
户 5618 处，原本预计需要 3 至 4 个月完成的工
作，通过小程序缩短至 1个月内。

据介绍，该程序搭建的排水户管理平台，收
集了排水户类别、排水量、排污许可等关键信
息，使城市管理部门能够全面掌握排水户的基
本情况，实现科学分类与精细化管理。这一创
新工具的应用，标志着我市排水管理向智能化、
信息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为推进此次排查工
作，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排水监测所发动街办、
社区工作人员，对全市的商圈、餐饮、医疗、物业
小区等排水户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对各城区城
管部门相关调查人员展开培训，大大提高了排
查效率。

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小
程序的开发应用，不仅提升了排水管理的透明
度与效率，也为后续的水质监测监管工作奠定
了基础。该中心将依托这一创新工具，持续优
化排水户调查监测监管体系，助力构建更加绿
色、智慧的城市排水管理生态。 （任晓明）

11 月 13 日，杏花岭区政务服务中心咨询帮办服务专区，市民在帮办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理业务。该区审批局将“全流

程帮办”纳入政务服务工作要求，安排专门的帮办工作人员，实现了全局业务量事项的 70%签名可办。目前，共登记高频服

务帮办群众 11203 名、专项投资服务帮办企业 24 家。 牛利敏 郝晨光 摄影报道

非 遗 美 食 香 满 城

杨 房 村 响 起 丰 收 欢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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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往促进发展

太原也在频频走出国门，展开对外交流合作。国际交
流合作，正在助推太原加快发展。

5月 10日至 17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韦韬率太原市代
表团对希腊、土耳其进行友好访问，通过开展官方会晤、文物
巡展、宣传推介等活动，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太原与两国的经
贸往来、人文交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5 月 11 日，“美成天龙——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国际巡
展”在雅典举行。大批民众前来欣赏、了解中国石窟艺术，中
国追索流失石窟造像的事迹引发希腊各界的共鸣与赞许。

5 月 15 日，中国（太原）—土耳其国际合作交流推介会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韦韬从多个维度介绍了太原悠久的历
史、丰富的文化和厚重的底蕴，希望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
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纽带，共谋合作新篇、共创美好未

来。韦韬用“古今交融”“山水柔情”“烟火浓郁”“生机勃勃”四个
词语推介太原。其中，“生机勃勃”是说太原兼具开放与活力之
美。早在明清之际，山西商人就从太原出发，书写了“纵横
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商业传奇，造就了太原包
容大气、开放通达的城市气质。今天的太原，正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更加崭新的形象走向世界、拥抱世界。

太原还积极参与了国际组织的活动。2022年 7月 27日，
由联合国人居署福冈本部和日本福冈市共同举办的第十三
届亚太城市峰会开幕。共有 18 个国家的 40 个城市参加峰
会，太原成为国内第七个加入亚太城市峰会的会员城市。

身处内陆，胸怀天下，太原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登高
望远，憧憬未来，开放太原的坐标稳步上升。

世界城市的排名，让我们欣喜。但我们也深知，任何一
个城市排名，其实都是城市发展结果的一种反映，而非城市
成长的终极目标。了解城市在不同维度的位置，我们回到
城市本身，把排名当作前进的动力，用智慧和汗水打拼出更
美好的“锦绣太原城”。 记者 何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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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烦县委组织部分管人才工作的负责同志介绍，全县

目前共有 7 所“人才大院”，每所大院按照有阵地、有设施、
有标识、有制度、有人员、有活动的“六有”标准开展规范化
建设，具有“一院多区”建设格局，是集人才引进、培养、服
务、交流、展示五大功能于一体的人才综合服务平台。

点单服务增民生福祉

马家庄乡的“人才大院”依托云端平台，实现了百姓需
求“定制化”和人才服务“订单化”。“人才大院”积极搭建线
上服务系统，除了在已建成的“云端少跑腿”平台设立人才
服务专区外，还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人才服务窗口，微
信公众号开设“人才咨询专栏”，多渠道接收群众的需求。

经过收集汇总村民需求，共梳理形成包含五大类 140

余项“人才大院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供村民“下单”。村民
“下单”后，大院根据“下单”时间先后以及位置远近，合理
“派单”。“接单”的专家人才在 3 小时内对接各村人才专员，
核对“点单”内容，于 3日内上门服务。

边家庄村王大娘早年在外务工落下残疾，导致行动不
便，基础病也较多。自从有了“人才大院”云服务平台，她便
成了“点单”服务的常客。平台收到王大娘“订单”后会派乡
村医生上门看病。遇到疑难问题，县医院医疗人才工作站
会联系与娄烦县结成医联体的医院专家和柔性引进的省市
医疗专家约定问诊时间，为王大娘线上看病会诊，让她在家
里便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自“点单、派单”服务开始以来，“人才大院”共计“派单”
103 次，涉及农业、卫生、文化、电商等领域，累计为 12 个村
2300 多位村民解决农业种植、医疗疾病等难题 91 个，将多
元化的便捷服务送到百姓门前。

今后，娄烦县将继续厚植人才发展沃土，积极营造尊
才、爱才、重才的浓厚氛围，依靠“人才大院”奋力推动人才
大汇聚，把人才的“集聚”优势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增
量”，为全县乡村振兴交一份满分答卷。 记者 尹 哲

“ 锦 绣 ”誉 满 天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