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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讯员 杨润
德 韩雪冰）12月 27日，太原药业联合山西
达因儿童制药有限公司开展“呵护儿童，赠
药为民”公益服务活动，通过太原市红十字
会向太原市卫健委捐赠价值 63万元的 1.95
万盒儿童退烧药，惠及全市 10.2万名 6个月
至 3岁的儿童。

在晋源区义井街道南三巷社区，居民一
听说可以免费领取儿童退烧药，便自觉排起
队来。志愿者一边指导居民登记发放，一边
详细介绍用药说明，多次叮嘱用药量等注意
事项。刘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领到退烧
药后激动地说：“太好了，这些退烧药可是解
了我们家长的燃眉之急。”

为解决当前幼儿药品短缺问题，太原药
业主动联系开展捐赠活动。据介绍，药品将
根据 10.2万名儿童分布情况，按比例配送至

各县（市、区）卫健体局，再由家庭医生根据
登记情况，精准免费发放到婴幼儿家长的手
中。其中，小店区 5000盒、迎泽区 2000盒、
杏花岭区 2800盒、尖草坪区 2000盒、万柏林
区 4000盒、晋源区 1500盒、古交市 400盒、清
徐县 1100盒、阳曲县 400盒、娄烦县 300盒。

“近期，退烧用药特别是儿童退烧药一
药难求，作为太原本土药企，我们联合子公
司山西达因儿童制药有限公司紧急赶制了
一批小儿布洛芬栓，第一时间通过市红十字
会捐赠给市卫健委，用实际行动彰显药企守
护群众健康的责任与担当。”太原药业常务
副总经理赵霞说。

居民可通过支付宝搜索“太原市检疫登
记信息系统”，登录后选择“抗疫物资申领登
记（儿童专属）”进行登记即可，登记数量录
满为止。

做足特色文章

“大家都知道清徐葡萄有名，但大
家不知道的是，清徐还有沙金红杏这
个地理标志产品。”今年 66岁的曹学
斌是地地道道的清徐农民。他介绍，
在当地白石沟两侧，种植杏树的农户
不少，杏林面积有 8000多亩。以前沙
金红杏的销售渠道单一，果农守着好
东西却卖不上好价钱。脑筋灵活的
老曹见过科研机构研究杏产品，想到
了将当地的沙金红杏加工成杏汁、杏
干、杏酒。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
年的努力，如今老曹的沙金红杏产品
已经实现了系列化生产，带动更多的
果农走上了“杏”福路。

太原地貌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
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农业的出路在
于“特”和“优”。近年来，我市在发挥
特色农业优势上做文章，重点发展特
色杂粮产业，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在特优农产品精品展示区，一家

农产品加工企业就推出高粱面、豌豆
面、荞麦面、绿豆面等杂粮挂面，吸引
了不少客商问询。企业负责人说，现
在人们不愁吃，但发愁吃不到健康食
品。企业推出杂粮挂面就是针对“三
高”人员的饮食需求，满足人们对健
康生活的向往。

“我市是传统的小杂粮生产区之
一，谷子、高粱、马铃薯、荞麦、大豆等
品种资源较为丰富，杂粮产业快速发
展。”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目
前全市从事杂粮产业的龙头企业有
16家，其中蓝顿旭美作为全市杂粮行
业最大的龙头企业，是全球唯一一家

“马铃薯全产业链”运作的大型综合
企业，2021年营业收入达 25亿多元。
全市杂粮种植农户达到 3.5 万多户，
农户户均年收入达 2万多元。

走出娘子关

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我市
大力推介特优农产品走出娘子关。

通过在上海举行特优农产品展示展
销活动，我市的水塔、东湖、紫林、宁
化府、娄烦山药蛋、阳曲小米、清德铺
红薯等 7大农产品品牌入驻首批“省
校合作太原特优农产品供应基地”。

“我们生产的小杂粮礼盒已成功
签约上海财大，能让上海高校师生品
尝到阳曲小杂粮，对太原特优农产品
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展示契机。”山西
绿色山区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
玉娥说，公司的小杂粮产品带动了 5
个村、10个合作社的上千名农户，这
对吸纳农村劳动力，带动农户增收，
推动乡村振兴都能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

目前，我市已经与上海交大、复
旦、同济、华东师范、上海财大 5所高
校，对接优质农产品进高校食堂和超
市（门店）事宜，建立“晋品晋味”直供
直销点，为高校师生提供订单式、承
办式、体验式、定制式服务，宣传推介
太原特优农产品，提升太原知名度。

记者 司勇 文/摄客商在特优农产品精品展示区问询。

让更多特优农产品走出娘子关
——太原市农业农村项目招商大会特优农产品精品展示侧记

“这种杏汁酸中带甜，口感不错。”在12月28日举行的“锦绣太原 兴农之约”太原市农业
农村项目招商大会上，一位外地客商在品尝完清徐县果农曹学斌的沙金红杏杏汁后称赞道。

太原药业捐赠
1.95万盒儿童退烧药

惠及全市10.2万名儿童

节前大扫除 杂物别乱塞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郭文

娟）元旦将至，居民打扫清理活动逐渐增
多。然而，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有些居
民把楼道的配电室当成自家的“储物箱”，
将家里腾出来的杂物直接塞到里面。殊
不知，这个行为很危险。12月 28日万柏林
区消息，小井峪街道光华街社区的网格员

“扫楼”排查此类行为，将各类杂物全部清
理干净，杜绝了安全隐患。

高层小区里都有配电室，网格员闫静
芳在巡查中发现，有居民在配电室里堆放
杂物。比如，有一位老人，不仅把家里的
废纸箱放在里面，而且还堆放了大葱。网
格员见状，耐心地向老人解释：配电室私
自打开，可能会由于其漏电而导致触电情
况发生。如果将私人物品放置里面，尤其
是纸质物品，一旦配电箱出现故障，可能
会点燃物品引发大火。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在巡查中发现，
占用楼梯间、电梯间、水表箱、配电箱等公
共区域堆放自家杂物的现象屡见不鲜。
针对这一情况，社区和物业将加大巡查整

治力度，对乱堆杂物等不文明行为及时进
行劝阻。

临近“两节”，家家户户都在进行大扫
除，家里干净了。然而，顺手将不要的杂物

“藏匿”在配电室内，却破坏了小区整体环
境，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也是危险的。

事实上，公共空间堆放杂物是个老问
题。配电室、楼道、单元门口、消防栓旁、
电梯平台等，都是重灾区。存放之物也是
五花八门，杂七杂八摞一块，不仅看着糟
心，同样暗藏隐患。在外地，常有因在此
堆放杂物而引发火灾的报道。

文明社会，宜居生活，责在你我。谁
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环境安全、整洁、美
观。在美好环境的营造中，每个居民都要
当好安全隐患的“刹车皮”，大家应从我做
起，将私物搬回家，旧物妥善处理掉，共同
营造文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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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把公共空间当成“私人储物室”

抓一把杂粮，熬一碗稠粥，节日
的仪式感瞬间显现。明天就是中国
传统节日“腊八”了，记者走访市场发
现，菜场里、粮油店、超市中，各种“腊
八”食材“闯”入人们的视线，市民或
准备自己熬粥，或购买成品，过节的
氛围感已经拉满。

走进位于新建北路的一家大型
菜市场，一进门就是卖杂粮的店铺，
店门外一个个大木箱里盛放着各种
杂粮。记者注意到，节日临近，店主
特意将搭配好的八宝米摆在最显眼
的位置，不时就有顾客上前询价并购
买。“这里面有小米、麦仁、花生、红小
豆、江米等，不止 8种，营养丰富，每斤
6元，来点儿不？”看记者驻足，店主热
情地招呼。她说，“腊八”节快到了，
这两天都是过来买八宝米的，准备自
己熬粥喝。为了满足年轻人的口味，
她还特意配制了一种“水果粥”——
在八宝米的基础上放入香蕉干、干果
脯等，熬出来的粥更偏向于水果味。
因食材种类的增加，这种米的价格略
贵一些，每公斤 18元，但从销量来看，
人们挺买账，“尝鲜”的人不在少数。

“过节应个景，根据喜好随意搭
配几样，只要自己爱喝就行。”在位于
解放路的某大型超市，市民牛女士正
在杂粮售卖区里挑选着各种“腊八”
食材。记者注意到，江米、小米、麦
仁、花生、红豆、黑米等是组成八宝米
的“主力”，选购的市民也较多，可见
人们对传统八宝粥的口味更钟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散称的杂粮满足
了市民过节的需求，而罐装八宝粥、
半成品八宝饭等则为人们提供了更
多方便。

“腊八”节里除了八宝粥是当之
无愧的主角，还有一样东西必不可
少，那就是大蒜，在中国传统习俗中，
过节腌“腊八蒜”也是刻在骨子里
的。记者看到超市里大蒜的供应量
充足，且个头饱满，品相不错。货架
上还摆放着一袋 5个装的“精品蒜”，
质量更上乘，价格比普通大蒜略贵一
些。在酱菜售卖区，一盆腌制好的绿
如翡翠的腊八蒜十分抢眼，让人忍不
住多看两眼，勾起食欲的同时，购买
欲也瞬间被激起。

记者 李晓琳

节日将至“腊八”食材走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