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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郝文
娟）中铁十二局机关小区的院子里很热闹，
居民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身边的大事小
情。旁边，西矿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曹霞拿
着本子认真记录。这样的场景，每周都会
在院里上演。“有啥烦心事，不用往社区跑，
下楼就说清了，很方便。”9月 20日，说起社
区新推出的“每周有约”便民举措，居民陈
大娘赞不绝口。

小区里老人多，有事喜欢当面说。要

么等着网格员来小区，要么亲自跑一趟社
区。为了能让居民更方便反映问题，社区
想了个办法：干脆每周组织工作人员去
一趟小区，和居民面对面，现场收集民
意。这样，居民不用跑腿，下楼就把事办
了。

这个“每周有约”的新举措，很受居民
欢迎。污水外溢、楼道堆杂物、公共设施破
损等问题，都给解决了。比如，上周的“聚
会”中，有居民提出“小区东侧的建筑垃圾

该清理了”，社区马上协调辖区的建筑单
位，调来铲车、运输车，大伙一起动手，很快
清空了垃圾，环境立刻改观。再比如，有居
民提出“老人体检不方便”，社区立即联系
周边医院，让义诊服务进小区，解决了这个
难题。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办法，不仅拉
近了与居民之间的距离，而且办事效率也
提高了，会持续下去，让更多居民享受家门
口就能办成事的服务。

建设更多健身场地和设施，方便
群众开展体育锻炼；开齐开足体育
课，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
少于一小时的体育锻炼；发展竞技
体育，培养更多顶尖人才……9月20
日，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消息，《太原
市体育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10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亮点多
多。

打造群众身边的健身场所

开展全民健身，必须有充足的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作保障。《条例》规定，国家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有计划
地组织职工开展工间操等全民健身活动，
为职工提供必要的全民健身条件。鼓励和
支持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的体育场地设施向公众开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
规定，优先保障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
和配置。实现社区 15分钟健身圈和行政村
公共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同时，根据实
际情况，充分利用公园、绿地、广场、楼宇等
公共场所以及其他可利用的设施资源，嵌

入式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鼓励利用滨
河体育中心、汾河体育健身长廊、森林公
园、水上运动中心等场所，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

《条例》规定，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应当
根据其功能、特点向公众开放，每周累计开
放时间不得少于 56个小时；法定节假日和
学校寒暑假期间，延长开放时间。公共体
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不需要增加投入
或者提供专门服务的，应当免费。

市体育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着力
打造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实施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重点打造社
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和社
会足球场等群众身边的健身场所，让群众
就近就便参加体育锻炼，打造多层次健身
设施网络和社区 15分钟健身圈，努力实现
全民健身设施数量持续增加。

保障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现实生活中，一些学校和家庭对体育
重视不够，存在“作业量挤压运动量”现
象。《条例》提出，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由教育、体育等部门组成的青少年
和学校体育工作协作机制，促进体教融合，

并推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和普
及，组织、引导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

《条例》规定，学校必须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保障学生在校期间
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促进青少
年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学校体育场地、
设施、器材必须保障学校体育活动需要，不
得随意占用、挪用；鼓励体育运动学校、体
育组织在学校开设公益性体育兴趣班。

为保障这些规定的落实，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推进课程规范化，严格按照
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齐上好体
育与健康必修课。锻炼经常化，加强体育
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学校体育设施设备，创
造条件让学生“动”起来。在“动”起来的基
础上，打造更多的传统项目学校。竞赛系
列化，不断丰富学生的竞赛活动，以竞赛作
为杠杆撬动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把学生体
育活动打造成阳光体育工程。评价科学
化，继续将体育科目纳入全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激发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确保
学生的体质健康得到普遍提升。

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

竞技体育是一个城市体育综合实力的

重要体现。近年来，太原市竞技体育实现
历史性突破，在国内外多项大赛中获得优
异成绩。

苏翊鸣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单
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冠军和单板滑雪男子坡
面障碍技巧亚军，这是我国单板滑雪历史
上首枚男子项目金牌，是山西体育史和太
原体育史上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是太原
市首枚奥运会个人金牌；周泽琪多次获得
世界跆拳道比赛冠军。

但是，与竞技体育发达城市相比，我市
高水平教练员、运动员数量还存在差距。
《条例》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积极发展竞技体育，发现培养输送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
体育组织组建运动队，开展体育训练。

市体育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借助《条
例》的发布实施，进一步加大体育训练单
位教练员、运动员、科研和医务人员专业
人才的引进力度；进一步加强体教融合，
调动社会体育俱乐部培养运动员的积极
性，建立衔接有序的中小学校和社会体育
俱乐部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
培养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夯实基
础。

记者 李俊华 实习生 李思明

本报讯（记者 弓凤飞）发放宣传资
料，志愿者演示心肺复苏的基本流程、步
骤、操作要点，文艺工作者用莲花落讲述太
原老街巷老地名的来历……9月 20日，由
市文明办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园林局、
市文联协办的“公民道德宣传日”主题活动
在龙潭公园大鼎广场举行，丰富多彩的宣
传活动助力公民道德建设，进一步涵育市
民美德善行，传播文明新风。

“心肺复苏胸外按压的关键点是每次
按压至少保持 5cm 的深度和足够的频
率，看到胸部弹回原位才是有效的……”
看过山西天龙救援队志愿者现场演示心

肺复苏的操作要点后，不少市民俯身靠近
人体模型，伸出双手体验心肺复苏的动作
要领。“我来试试，你看我按压的位置对
吗？按压的深度够不够？”市民陈先生说，

“志愿服务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我也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志愿者，
掌握应急救护知识，成为能帮助别人的
人。”

文以传情，文以植德。活动现场，一位
演员表演的莲花落小段，说的都是太原人
耳熟能详的老街巷老地名。“健康向上的文
艺作品能陶冶我们的道德情操，传播真善
美，这种活动形式非常好”，现场观众沈女

士用一次次掌声表达自己的心声。歌曲、
小品、相声等一个个贴近群众的文艺节目，
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在当天主题活动开设的公民道德建设
宣传、文明创建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和网上
宣传教育四个活动专区，处处都有志愿者
的身影，他们向市民免费发放《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太原市民文明手册》
等宣传资料。同时，LED屏播放视频短片，
展现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引导广大市
民争当良好社会风尚的传播者、文明行为
的实践者。此次主题活动将持续至 9月 24
日。

本报讯（记者 张勇）中秋、国庆
两节将至，为进一步规范月饼市场生
产秩序，确保两节期间食品质量安
全，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日来对
我市“金午烘焙”“瑞美乳业”“伍德精
酿”等 24家企业进行了食品安全督导
检查。

为了确保我市月饼生产企业认真
贯彻落实《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
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组织全市月饼生产企业召开了月
饼生产领域“三提升”质量安全承诺暨
行政指导会。通过企业自查和专项监
督检查，帮助企业实现“三提升”，即食
品质量安全意识提升、关键岗位人员
履职能力提升和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提
升。同时，针对企业在标签标识、产品
标准、检验检测等方面的薄弱环节，进
行了专题培训辅导并现场答疑解惑。

截至目前，全市监管部门对我市
24家月饼生产企业统一开展了督导检
查，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查验
了食品生产企业是否持续保持许可条
件，是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日
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相关制度。对原
辅料库、生产车间、包装车间、成品库
房实施了检查，对生产车间从业人员
持健康证上岗、生产过程控制进行了
抽查。从检查情况看，全市食品生产
企业整体较好，未发现过度包装问题，
对个别企业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原
辅料不按规定条件存放等问题进行了
现场督导整改。同时，对部分乳制品、
肉制品、食醋、食用植物油等重点食品
生产企业开展了体系检查和督查。

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
续加强对辖区月饼生产企业以及乳
制品、肉制品、食醋、食用植物油等重
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工作，从
源头把好产品质量关，督促企业深入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积极开展自
查整改，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全力确保中秋、国庆两节期间食品安
全。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9月20日，从市
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1至8月，太原市区
优良天数136天，优良率为56.0%；市区综合
污染指数为 4.82，同比下降 4.9%。其中，
PM2.5浓度3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9.3%。

6项污染物中，除 PM2.5外，另有 3项污
染物浓度同比下降，分别是：二氧化硫浓度
11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8.3%；PM10浓
度 7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5.1%；臭氧

浓度 191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4.0%。
有 2项同比持平，分别是：二氧化氮浓度 37
微克每立方米，一氧化碳浓度 1.4毫克每立
方米。

1至 8月，六城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按
由低到高（污染由轻至重）排序依次为：万
柏林区为 4.23，同比下降 3.6%；尖草坪区
（不含上兰）为 4.71，同比下降 2.9%；迎泽区
为 4.74，同比下降 2.3%；杏花岭区为 4.75，

同比下降 7.8%；晋源区为 4.84，同比下降
5.5%；小店区为 5.10，同比下降 2.1%。三县
一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由低到高为：
娄烦县为 3.70，同比上
升 13.8% ；古 交 市 为
3.76，同比上升 0.5%；阳
曲县为 4.13，同比下降
2.6%；清徐县为 4.93，同
比上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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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两节食品安全

我市对24家企业
开展督导检查

1至8月

省城PM2.5同比下降近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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