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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将至，我省元宵产品进入
销售高峰期，在高平市街头和各大
商超，各式元宵被摆在显眼位置，吸
引广大市民前来选购，团团圆圆过
佳节。

春节假期刚过，高平市街头的手
工元宵摊主就已经出摊了。在该市
古城路口，摊主买亚东正忙着制作
元宵。只见他将馅料浸入水中充
分润湿，然后放入盛有糯米粉的笸
箩内反复晃动，让馅料不断和糯米
粉碰撞黏合，直到馅料裹足层层糯
米粉并呈圆球状，一颗颗饱满圆润

的手工元宵便制作完成。市民纷纷
来到摊前询问口味、购买元宵，也有
人选择现场吃上一碗，品味黑芝麻
的醇香，感受幸福与满足。

“每年元宵节我们家都会买这种
手工元宵，其味道正宗，口感好，一
直保留着传统老味道，很有年味。”
高平市民祁玉强说。

买亚东介绍说：“我在高平制作
手工元宵已经有11个年头了，每年元
宵节前都很忙。我们一直坚持纯手
工制作，这样做出来的元宵吃起来软
糯香甜。现在每天能做 300 公斤，基

本上都能卖完。”
记者在高平市的各大商超看到，

各种口味的元宵被整齐摆放在冰柜
中，袋装的、盒装的、散称的应有尽
有。传统的黑芝麻、花生、豆沙等口
味依旧是销售主力，同时，水果口
味、咖啡味等新奇口味的元宵也备
受欢迎。

除了口味多样，元宵的造型、名
字也十分丰富，“柿柿如意”“金元
宝”等元宵寓意事事如意、财运滚
滚，为节日增添了更多吉祥色彩，深
受市民喜爱。

市民姚欣欣说：“现在的元宵口
味丰富多样、模样新奇好看，充满了
美好的寓意，很有创意。除了传统的
芝麻口味，我还买了龙井茶味、水果
味的元宵，回去让家人都尝尝。”

某超市导购人员介绍：“近几天
元宵销售火爆，很多人逛超市时都会
买点元宵。目前超市的元宵供应充
足，有20多种口味，价格也很亲民，从
几元至十几元不等，能够满足不同人
群的需求。同时，超市还推出了一系
列促销活动，确保广大消费者能吃到
口味丰富的元宵。”

手工制作味道正宗 品种丰富价格亲民
——高平元宵市场见闻

本报记者 崔振海 通讯员 张凯

本报太原2月 11日讯（实习记者
刘迎春）近日，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政银企对接恳谈会在太原成功举
行。此次会议聚焦制约我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的难题，深入探讨扶持
政策，旨在促进政银企三方紧密合作，
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12家龙头企业代表围绕发展
困境与建议畅所欲言，8 家金融机构负
责人就破解融资难题交流经验。他们
纷纷表示，此次对接会的召开十分及
时，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省农业
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农业农村
领域的发展趋势、重点项目及惠农政
策，为银企合作提供方向指引。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产业
化，强调培育农业重点产业链“链主”企
业，支持省内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会议
指出，要从稳住基本、培育龙头、打造品
牌、带动农民4个方面发力，强化本土企
业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同时积极引
进全国头部企业，实现合作共赢。此
外，要打造特优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共享
产业链增值收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连接城
乡、工农的关键纽带，在促进就业与农民
增收方面作用显著。据悉，省农业农村
厅将建立政银企担保常态化沟通对接机
制，持续为金融机构推介优质项目，助力
全省农业龙头企业把握机遇、加速发展，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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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运城2月11日讯（记
者 杨永生）近日，记者从运
城盐湖国际机场获悉，运城盐
湖国际机场取得4E级运输机
场使用许可证，正式由 4D 升
级为4E，成为华北地区第8个
4E级机场，标志着该机场具备
保障 E 类航空器的条件和能
力，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据了解，该机场现用跑道
长3200米、宽45米，双向Ⅰ类
精密进近，航站楼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廊桥13个，机位总
数 33 个，消防救援等级 9 级，
应急救护等级8级，具备保障
波音B747-400及同类机型的
条件和能力。

作为区域对外开放的空
中门户，运城盐湖国际机场
将以 4E 级机场为新起点，努
力打造成为连接世界的区域
航空枢纽，为推动运城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民
航动力。

运城盐湖国际机场升级为4E级机场
标志着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本报太原2月11日讯（记
者 栗美霞）享古城年味，赴
圣地祈福。记者近日从山西文
旅集团获悉，由山西文旅交通
运营公司打造的平遥古城至五
台山“景景通”旅游巴士已正式
开通。这标志着“山西文旅行”
旅游交通综合服务品牌在省内

“景景通”业务板块迈入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平遥古城至五台山“景景
通”旅游巴士的车身喷绘有两
景区标识和山西文旅集团
LOGO。该趟巴士以专业的
司导服务、精准的行程规划、
热情的语音解说，为游客带来

一站式无忧旅行体验。旅游
巴士开通后，游客无需自驾，
也可一站式游览山西两大龙
头景区。

据悉，山西文旅交通运营
公司深度整合集团内部资源，
强化与北部区域公司、酒店集
团内部协同，充分发挥交通桥
梁纽带作用，共同推进两大5A
级旅游景区间的互联直通，有
效提升了游客出行便利度，进
一步擦亮文旅出行名片。

游客可在微信上搜索“山
西文旅行”小程序，进入主页
后点击“景区巴士”查询具体
车次并预定车票。

山西文旅交通运营公司

开通平遥古城至五台山“景景通”巴士

为庆祝元宵佳节，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2月10日，太原市万柏林区
兴华街道滨河社区携手贝壳公益，精
心策划推出了一场以“花灯闹元宵、欢
聚情意浓”为主题的手工DIY花灯活
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的热情参与。

活动中，大家欢聚一堂，动手制作
花灯，在一双双巧手下，原本零散的材
料逐渐变为一盏盏色彩斑斓的花灯。
这些花灯不仅造型美观，而且寓意深
远，寄托了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通过此次活动，居民们不仅深入
了解了元宵节的文化内涵，还增强了
彼此间的交流与互动，共同营造了一
个和谐、欢乐的社区氛围。

一盏盏精美的花灯，不仅扮靓了
元宵佳节，更照亮了社区居民的心。

图为滨河社区居民展示寓意喜庆祥
和的元宵花灯。 本报记者 王昕 摄

太原万柏林区滨河社区

花灯扮靓元宵节宵节
本报记者 王昕

元宵节临近，夜幕降临，阳泉市华
阳集团一矿的矿山路上，一盏盏机械
花灯次第亮起，将整条街道装点得流
光溢彩。孩子们穿梭在灯组间，欢声
笑语与机械运转的响声交织，构成一
幅热闹非凡的节日画卷。

“大型机械灯展”，这一承载阳泉
百姓集体记忆的灯展凭借创新设计与
现代科技重磅回归，为阳泉市民献上
一份“年味十足”的文化厚礼。

华阳集团一矿的机械灯展曾是阳
泉矿区春节文化的标志性符号。2014
年后，这一活动因故暂停，成为许多市
民心中的遗憾。2024年，灯展重启，通
过“八仙过海”“双龙戏珠”两大主题灯
组引发热烈反响。今年，灯展规模进一

步升级，共展出 8 组各具特色的机械
灯、12个生动形象的生肖灯以及2个寓
意吉祥的花篮灯，其中“五型华阳”主题
灯组尤为瞩目，展示了华阳集团在5G
智慧矿山、高效光伏发电、高端纳米纤
维材料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今年的灯展引入了“微缩场景”概
念，将矿区工业风貌、历史人文浓缩于
动态模型，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感受

时代变迁。此次灯展在技术层面亦有
多项革新，灯组骨架采用泡沫包裹钢
丝材质，减轻电机负荷；灯光系统则结
合内置与外置光源，提升观赏体验。

“自2024年11月灯展启动筹备以
来，许多职工凭借特长，制作了众多具
有特色的花灯。”在灯展现场，华阳集团
一矿工会副主席杨育君说，“元宵节当
晚还有18座寓意兴旺的‘旺火’在矿山

路矗立，供市民烤花馍、祈新福。”
华阳集团一矿灯展的回归，不仅

是民俗传统的复兴，更是矿区转型的
文化引擎。通过将机械美学与非遗技
艺结合，灯展在为老工业基地注入活
力、吸引游客打卡的同时，还推动了本
地文旅融合发展。带孩子前来赏灯的
市民王先生感慨：“带着下一代来看灯
展，感觉年味比记忆中更浓！”

多彩花灯“点亮”矿区幸福生活
——观华阳集团一矿机械灯展小记

本报记者 郭强

春节期间，寓意长长久久的手工
挂面成为市场上的热销产品，而位于
襄垣县下良镇东邯郸村的手工挂面厂
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

“我们生产的挂面都是手工挂面，
深受市场欢迎，春节期间订单猛增，不
仅有本地群众上门购买，还有不少外
地客户慕名而来。这两天加班加点赶
订单，每天大约生产300公斤挂面。”该
厂工作人员付金平说。

“我特意从武乡过来买挂面，这挂
面吃起来劲道爽滑，煮出来的面汤还
清澈。”消费者张国胜对记者说。

“去年我们的年产量是4万公斤左

右，销售额达60万元。今年新增了菠
菜、火龙果、紫薯等口味，采用的是原
材料现榨汁、现和面加工模式，不含任
何防腐剂和添加剂。”东邯郸村村委会
副主任、手工挂面厂负责人贾国华说。

近年来，东邯郸村“两委”整合资
金、技术、土地等要素，牵头成立手工挂

面厂，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经营主
体，采取“党组织+合作社+农户”运营
模式，进一步规范挂面生产工艺流程，
鼓励村民以资金、劳务入股，持续激发
村级集体经济内生动力，让手工挂面成
为当地村民的“致富面”“幸福面”。

东邯郸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村经济合作社理事长赵晋华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扩大厂房面积，
升级生产设备，增加用工人数，加快
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持续打响手工挂
面特色品牌，努力用一把挂面‘抻’出
群众增收新路子、‘拉’响乡村振兴

‘致富曲’。”

迎春时节销路旺 加班加点赶订单
——走进襄垣县东邯郸村手工挂面厂

本报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孙彬雁

红绳在中国结制作中灵
巧跳跃、春联在老人们的手
中挥毫写就……今年春节期
间，太原市杏花岭区中心医
院府西医养中心（以下简称

“府西医养中心”）年味十足，
60 多位老人在此共度佳节，
其中年纪最大的已95岁。

幸福是什么？对老年人
来说，便是“有所养、有所
医”。作为太原市首家“医
疗+养老”试点，府西医养中
心自2024年1月投入使用以
来，已运营一年。住在这里的
老人是否满意？医养结合又
为老人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
验？新春佳节，记者来到这
里，和老人们一起感受年味。

从腊月初八开始，府西
医养中心的年味便逐渐浓
厚。该中心主任袁芬手中的
活动清单显示，从老人品“腊
八粥”开始，到做手工、写春
联、大扫除、看春晚、茶话会、
看电影等，活动一直排到正月
初六。在这里，老人们感受到
家一般的温暖，不少老人的家
人也前来探访，共度新春。

据介绍，府西医养中心
共设有 150 张床位，配备普
通间、专属间等多种房型，
还设置影音室、乒乓球室等
区域，为老人提供优雅闲适

的生活环境。
“为了给母亲选一个合

适的养老院，我考察了好几
个地方，最终选择了府西医
养中心，这里不论是硬件设
施还是工作人员的服务，都
让我很满意。”来看望母亲的
张女士说，“在这里，我母亲
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护理，精
神也更好了。”

89 岁的秦先生和 86 岁
的王女士也住在这里，老两
口聘用了一名护工，享受着
24 小时照护服务。虽然房
间里的设施一应俱全，但两
位 老 人 更 喜 欢 去 大 厅 逛
逛。“为啥房间里有电视还
要去大厅里看？”面对记者
的问题，王女士笑着说：“大
厅人多，更热闹。”

与传统的养老机构不
同，府西医养中心依托杏花岭
区中心医院的医疗资源，实现
了医疗与养老的无缝对接。

“护理人员会定时给老人翻
身、拍背、喂食喂水，内科医生
会定期查房、调整用药。此
外，我们还开通了急诊绿色通
道。”袁芬说，医养结合是未来
的发展方向，府西医养中心将
不断满足老年人多元化、多层
次养老服务需求，用专业服务
守护好“夕阳红”。

欢乐新春 医养相伴
本报记者 王佳 通讯员 李杰华

1 月 30 日，朔州东站迎来集大原
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春运，列车开行数
量从此前普速车站的 6 列增加到 60
多列，上车人数每天超过 1 万人。面
对如此巨大的客流量，朔州东站如何
确保旅客的便利出行？记者对此进
行了走访。

当天早上10点多，朔州东站候车
大厅逐渐热闹起来。由于是新站，不
少旅客都是在该站第一次乘坐高铁，
进站大厅的服务人员显得格外忙碌。
客运员王红介绍说：“旅客咨询最多
的是检票口、站台的位置以及如何上
车。特别是在遗失物品处理方面，春
运以来数量明显增多。为了应对这一
情况，车站细化了重点旅客服务流程
和遗失物品移交流程，确保旅客的物
品能够尽快找回。”

集大原高铁连接山西省和内蒙古
自治区，便利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与中原、华东、华南等地
的联系。面对新站带来的新挑战，客
运值班员叶爱媛表示，车站新增了中
控系统、消控系统等智能化设备，这
些系统虽然方便智能，但一旦出现问
题，就会严重影响旅客的体验感。因
此，车站每天在开门营业前，都会对
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包括饮水机、检
票闸机、检票大屏和电梯等，确保设
备正常运行。

记者看到，为了更好地服务重
点旅客，朔州东站在二楼候车大厅

设置了环岛服务台，配备轮椅、拐
杖、担架等辅助器具，并为旅客提供
咨询和帮扶服务。同时，车站还设
立了母婴室、残疾人专用通道、军人
候车区、儿童游乐区等，全面提升旅
客的出行体验。春运期间，朔州东
站预计发送旅客 16 万人次，日均客
流量在 4000 人左右。

据了解，为了应对客流高峰，车站
特别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安检
口、候车厅、检票口等客流密集处为
旅客提供进站引导、协助购票、咨询

等服务。此外，车站还设置了免费充
电设施，解决旅客的“燃眉之急”。旅
客张小菊告诉记者：“这是我第一次
来朔州东站，感觉服务非常到位，设
施特别完善。自从朔州东站开通后，
回家的路变得更加便捷。”

在春运这场“人口迁徙”的盛宴
中，朔州东站通过智能化设备与人工
保障相结合的方式，为旅客提供了一
个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让每
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到高铁出行的温馨
与便捷。

智能服务体验佳 温暖旅客回家路
——朔州东站春运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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