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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
者 张剑雯）记者今天从太原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1—9月太
原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提
升。同时，截至 9 月底，太原市
50 个污水治理项目均已开工建
设，27个已经完工。

太原市地表水国家考核断
面有6个，分别是汾河水库出口、
李八沟、上兰、河底村、迎泽桥、韩
武村。1—9月份，优良水体4个，即
上兰为Ⅰ类、汾河水库出口为Ⅱ

类、李八沟为Ⅱ类、迎泽桥为Ⅲ类，
Ⅳ类水体2个，即河底村和韩武村
断面，其中，汾河出境韩武村断面
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天数121天，
占比44.3%，较上年同期相比，主要
污染物氨氮同比降低34.86%。

作为太原市打好打赢碧水
保卫战的重要基础，今年61个行
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也已有序开展。截至 10 月 14
日，61个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全部开工。

1—9月太原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50个污水治理项目均已开工建设

本报阳泉10月18日讯（记
者 郭强）10 月 17 日，“中共创
建第一城杯·我眼中的阳泉”全
国大学生微电影邀请赛启动仪
式在阳泉市启动。

此次大赛旨在聚焦“中共创
建第一城”主题，依托省校合作平
台，发挥高校戏剧影视专业优势，
借助微电影新媒介，进一步弘扬
红色文化，展示阳泉风貌，为更多
人关注阳泉、认识阳泉、走进阳泉
提供新的窗口。大赛设置了微电

影单元、短视频单元。其中，微电
影单元设置大奖 1 个，奖金 5 万
元；一等奖2个，奖金2万元；二等
奖3个，奖金1万元；三等奖5个，
奖金0.5万元；优秀奖若干，并颁
发证书。短视频单元设置大奖1
个，奖金3万元；一等奖2个，奖金
1万元；二等奖3个，奖金0.5万元；
三等奖6个，奖金0.1万元；优秀奖
若干，并颁发证书。同时，获得大
奖及一、二、三等奖团队的指导教
师将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

聚焦“中共创建第一城”主题

全国大学生微电影邀请赛在阳泉启动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记
者 王媛）今天上午，“第三届中
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三
门峡市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我省襄汾
丁村遗址、夏县西阴村遗址、襄
汾陶寺遗址、临汾晋侯墓地及曲
村天马遗址、侯马晋国遗址5个
项目荣耀入选。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位于山西
省临汾市襄汾县城4公里丁村附近
的汾河河畔，是含有古人类化石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中国华北地
区旧石器中期的典型代表。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位于
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尉郭乡西阴
村的西北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
（前 10000 年-前 2000 年）遗址，
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西阴
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
学开始的标志，不仅是第一次由
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也
为中国考古奠定了基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位于山
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 280
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
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
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
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

山 西 临 汾 晋 侯 墓 地 及 曲
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省的曲
沃、翼城两县境内，是西周时期
晋国的早期晋侯墓地，年代为距
今 2800 年～3000 年，其埋葬时
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墓
内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
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时期
等级最高的玉器。

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位于山
西省侯马市西北部，发掘遗迹共
4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10万余件，
其中有1000余件“侯马盟书”等。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此次“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活动，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
开展的，入选项目反映了中国考古
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
诞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
等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具有重大
科学价值和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
重大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揭晓

我省襄汾丁村遗址等5个项目荣耀入选

本报太原10月18日讯（山西日
报记者 杨文俊）10月17至18日，省
委书记林武深入受汛情影响较大的
运城、临汾、吕梁、晋中四市，沿汾河
一线检查指导救灾重建工作，看望慰
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群众冷暖安危时刻放在心
上，把灾后复产重建牢牢抓在手上，
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拿出更加有力
的举措，奋力夺取救灾重建工作全面
胜利。省委常委、秘书长李凤岐，副
省长贺天才参加。

入秋以来，我省出现有气象记录
的最强秋汛，汾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严
重灾害。省委对防汛救灾和灾后重
建工作持续作出部署，加快推动受灾
地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17 日清
晨，林武乘车直抵汾河新绛段，之后
溯流北上汾河霍州、孝义、介休段，实
地察看河道堤岸、损毁房屋、受灾农
田、群众安置点等。10月7日汾河新
绛段形成最高 1125 立方米/秒的洪
峰，2.6 万群众紧急转移。林武登上
新绛汾河大桥，来到曾出现险情的堤
岸，听取干部群众合力封堵决口、紧
急转移群众的情况介绍，强调要加紧
进行堤坝加固，持续疏浚整治河道，
改善行洪排涝条件，并提高有关防洪
标准，增强整体防洪防汛能力，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新
绛县城南门广场，林武沿街察看清淤
清障、商铺复工等情况，要求统筹推
进排涝清淤、卫生消杀、群众回迁等
工作，确保各类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到
灾前水平，全力降低灾情对群众生产
生活的影响。

林武对受灾群众生活十分牵
挂，每到一地都来到安置点，察看居
住环境，进食堂询问伙食标准，认真
倾听群众意见。在新绛中学安置点
内，一排排床铺整齐摆放，食品药品
等储备物资充足，林武十分欣慰。
他走进群众中间，详细了解受灾和
生活情况，询问还有哪些困难需要
帮助解决，向群众讲党委政府已经

出台的救灾复产重建政策，要求有
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大家都说，
虽然家里遭了灾，但有党和政府的关
心帮助，就什么也不怕。在霍州市师
庄小学安置点，受灾群众纷纷围拢过
来，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林
武说，党和政府是大家的靠山和后
盾，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共同努力，就
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渡过难关，打赢
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林武叮嘱
当地负责同志，要妥善安排好受灾
群众生活，救灾物资发放要做到公
开、公正、公平、透明，确保受灾群众
第一时间得到救助。

受损房屋修缮和重建工作，是林
武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霍州市师
庄乡冯南垣村在灾害中农房坍塌严
重，沿着抢通的道路来到村里，林武
向基层干部了解群众安置情况及重
建规划，对当地建立受损农房“一房
一档”做法表示肯定，要求加快工作
进度，确保受灾群众早日回到家园。

在介休市宋古乡南桥头村，林武入户
察看房屋受损情况，要求及时开展房
屋安全等级鉴定，优化工作方案，细
化补助政策，确保群众住房安全。林
武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
实责任，按照全覆盖、无遗漏的原则，
对受灾房屋进行地毯式拉网式排查，
完善修缮或重建清单，抓住有效施工
的时间窗口，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完成
好施工建设任务。

时值秋收抢种关键期，灾情给农
业生产带来困难。孝义市大孝堡镇
霍家堡村位于汾河与文峪河之间，河
水漫堤导致 1600 余亩耕地被淹，188
个种植养殖大棚受损，多处渠坝设施
损毁。林武强调，要加强农情分析研
判，做好农田清淤、设施修复、疫病防
控等工作，统筹调度农机作业，落实
好良种补贴、保险理赔等政策措施，
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努力把灾情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降到最低。要统
筹灾后恢复重建和推进乡村振兴，把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

在调研中，林武充分肯定了灾情
发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广大
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为抢险救灾付出
的巨大努力。他指出，在党中央的亲
切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
下，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向险而
行，受灾群众不等不靠、众志成城，推
动抢险救灾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果。
当前，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灾后恢复重
建上，要处理好重灾区和一般灾区的
关系、普遍性问题和特殊性问题的关
系、依靠上级支持和自力更生的关
系，精准实施各项政策措施，把救灾
重建工作做得更具体更扎实。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发扬连续作战
精神，挺在一线、奋战一线，始终和群
众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用心用情做
好救灾重建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帮助
受灾群众建设美好家园，以实际行动
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林武深入汾河沿线指导救灾重建工作时强调

干群一心干群一心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奋力夺取救灾重建工作全面胜利奋力夺取救灾重建工作全面胜利

全省公路因灾受损阻断的3347
处，已抢通3225处；铁路因灾发生阻
断的16处已全部抢通；国庆假期后，
因灾未能正常复课的71所学校，除
新绛县还有25所未正常复课外，其
余全部正常复课；全省秋粮收获面
积2028.3 万亩，进度52%；秋播面积
95.8 万亩，进度 11.9%；在此轮强降
雨中，太原、晋中、运城、临汾、吕梁
进水受淹的 226 个村庄积水已全部
排完，共投入排水设备2171台（套），
排出积水4249万立方米……

10月18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山西省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
会，邀请省应急管理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
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
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灾后
恢复重建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省应急管理厅：
10月20日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基
本恢复

我省明确了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目标：10月20日前基本恢复灾区生
产生活秩序。

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杨振中介
绍，灾情发生后，我省组建了全省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专班，成立了财务资
金组、疫情卫生组，基础设施、房屋建
筑物、交通设施、水利工程、农业农村
设施恢复重建组等8个小组。工作专
班建立了例会、调度、通报、督办、考
核等制度，明确工作分工，层层压实
责任，指导受灾地区稳步推进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

我省明确了目标任务，对加快抢
通尚处阻断的路段、抢修水利基础设
施等6个方面的恢复重建重点任务进

行了分工，提出22项具体任务及完成
时限。要求10月20日前基本恢复灾
区生产生活秩序。2021 年 11 月底
前，完成校舍加固除险，做好灾区学
校灾后复学工作。2022年1月底前，
完成受损的农村供水设施修复，保障
农村饮水安全；做好受损农房修缮或
重建工作，确保春节前全部搬入。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
《全省农村因灾受损农房重建修缮
工作方案》，对因灾受损农房的鉴定
重建修缮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下转第2版）

10月18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省灾后恢复重建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灾后
恢复重建相关工作推进情况 ——

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 全力推进恢复重建工作
本报记者 张剑雯 实习记者 刘宪芳

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
全力以赴恢复重建美好家园

10 月 17 日，运城市闻喜县
兴闻西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景
国带领党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在郭家庄镇宋店村帮助农民王
月仙收获玉米。

近期连续降雨导致秋粮收
获进度缓慢，农民朋友心急如
焚。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该社区党
支部从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事
入手，放弃周日休息，组织党员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深入到宋店
村进行帮扶、抢收秋粮，解了群
众的燃眉之急。

本报记者 吕 游
通讯员 席丽娟 摄

闻喜社区助农解决急难事闻喜社区助农解决急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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