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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城底矿

●温洁 薛斌 陈卿 郝国华

太原选煤厂

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官地矿积极响
应职工需求，科学调度供暖时间，于 10月
14日正式启动澡堂供暖工作。

该矿秉承“职工利益无小事”的原则，
提前谋划，组织专人对澡堂供暖管网系统
及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并建立供暖工
作台账，加强对供暖期间澡堂温度的监测
和调控。

如今，澡堂温度达到理想状态，职工
们表示，澡堂提前供暖不仅让他们感受企
业温暖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
性和幸福感。 苗变玲摄影报道

“如果外销不成，我们全部包圆”

提前供暖暖人心

实施消费帮扶，是西山煤
电驻村工作队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举措。消费帮扶的一头
连着农户的“钱袋子”，一头连
起了职工的“菜篮子”，不仅能
有效带动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
群增收，对全方位提升职工高
品质生活也有着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帮助农产品顺利
“出山”，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西山工作队依托山西焦煤消费
帮扶政策，积极协助村两委打
出 消 费 帮 扶“ 组 合 拳 ”，做 好

“销”字文章，做到真帮实扶。
牵的是幸福线 搭的是增收桥

这两天，胡家沟村第一书
记康绍华和队员帮农户收割完
谷子，又赶紧对接上门而来的
农业公司人员，帮农户将新谷
搬运、上秤、登记、打款、装车，
忙得不亦乐乎。

提起消费帮扶，还得从两
年前说起。

任家塔村民刘何命捧着金
灿灿的谷子却一脸愁容，怎么
也高兴不起来。任家塔土地肥
沃、污染少，村民种植了不少有
机绿色作物。然而因为销路问
题，村干部和村民的心始终悬
着落不了地。2022 年，刘何命
谷子丰收了，种植的 8亩地里每
亩产出谷子 500 斤，据他反映，
村离县区远，运输成本高，出售
新谷时又遇到压价，每斤仅能
卖到 2.6 元，除去成本，每亩净
赚 100 元，收益甚微，而且还有
2000余斤出现了滞销。

在收获季，农产品集中上
市，一边是农户急于出售，一边
限于乡村交通不便、农户市场
需求信息不对称以及低效率的
农产品销售模式，农产品品质
虽好，而“卖难”的问题却始终
压得村里人喘不过气来。

“咱们其实并不缺优质的农
产品，缺的是稳定的销路。”驻村
工作队找到了根本原因。消费
帮扶是系统工程，需各方协同配
合，打通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
堵点，促进产销顺畅对接，让农
产品既产得好，又卖得好。

说 干 就 干 。 为 了 扩 大 销
路、增加销量，工作队在村两委
的支持配合下，围绕滞销农产
品多点发力，结合山西焦煤党
委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思
路，以实现共赢为出发点，以质
量为中心，努力搭建稳固的、直
通的农产品销售平台，帮助农
户迈出农产品“走不出、无人
识、卖不动”的窘境。工作队在
吃透政策的基础上，积极跑办、
极力争取，为帮扶村的农产品
找到了销售绿色通道，打造了
一 条“ 村 经 济 发 展 合 作 总 社
——当地农业科技公司——煤
炭企业”产销链。

工作队通过大量的市场调
研，确定了兴县一家资质高的
农业公司作为合作方，借助专
业 优 势 严 格 把 控 农 产 品 的 收
购、加工、包装、营运、配送等环
节，确保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以更放心的品质，更优质的
服务，更优惠的价格让农产品

作为福利产品走进山西焦煤职
工的“菜篮子”，为驻村农产品
销售加了一道安心锁。

小人物办好小事情
2022 年 11 月以来，任家塔

村驻村工作队员的电话、微信
变得应接不暇，老客户们陆续
开始预定村里的谷子、杂粮了。

“屈哥，老规矩，给我定 30 斤小
米啊。”斜沟煤矿职工李鹏打来
了电话。在任家塔村，驻村工
作 队 队 员 屈 胜 权 靠 短 视 频 引
流，建立销售渠道，成了年销售
农产品 2000斤的网络大咖。

“朋友们看，现在屈哥就给
你们摘核桃”。村头田间，一副
支架、一部手机经常会给他的
粉丝们录农场生活的小视频，
内容包括割谷子、摘核桃等。

“有什么农产品要成熟了，我就
录 相 关 视 频 ，主 要 是 为 了 引
流。”通过长期的短视频引流，
屈胜权的“雪夜烟花梦”账号已
经有了上千名粉丝，吸引了 20
余名忠实客户。这些都是他独
有的销售渠道。他还将短视频
直播、互联网引流等经验教授
给其余几个队员。

“我们一直想方设法打通销
售渠道，隔三差五到农户种植地
查看谷子长势，与村两委开会讨
论，出谋划策”，屈胜权告诉笔
者。驻村工作队还主动靠前服
务，创新宣传推介农产品，屈胜
权说，“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识别
度，我们向农民收购谷子后自行
设计包装袋，特意加上石碾子元
素来象征农家文化，体现绿色有

机原生态理念。”
在拓宽农户销售渠道过程

中，他们不仅为农户牵线搭桥，
还想办法尽量减少中间流通环
节，增加农户收入。每到扶贫
日，在斜沟煤矿定能看到屈胜
权的身影，用他的话来说，“我
要常回家看看”。每一次的回
家，他绝不“空手”而来。他将
杂粮、小米等“土货”装满，驱车
到矿区展销推介，直接与熟悉
的工友们面对面宣传。斜沟煤
矿积极协调发动干部职工参与
进来，纷纷加入农产品促销，消
费帮扶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壮
大。“工友们的购买热情都很
高，也对周边驻地村的农产品
有了解，信任度高”。2021年那
场 展 销 会 下 来 ，共 销 售 杂 粮
1000 余斤，合计人民币 6000 余
元，有效解决了农产品产销对
接的问题。

一诺千金事办成
从 兴 县 任 家 塔 村 到 马 兰

矿，一场跨越千山的帮扶之约
在两地延续。

今年年初，任家塔村有村
民试种植了一些贝贝南瓜，由
于近年来市场供给充足，价格
较往年低，按原计划网络销售
出一部分后，剩余的部分工作
队帮忙向西山职工推销，销售
也不太不畅。因此部门村民脸
上写满了情绪，三人一团、五人
一伙儿“嚼起了舌根”。

“剩余的南瓜西山工作队
会想尽办法销售，如果外销不
成，16名队员负责全部包圆，绝

不食言。”西山煤电派驻兴县蔡
家崖乡帮扶工作队大队长兼任
家塔村第一书记关晋忠向村民
掷地有声抛出了定心丸。

一场贝贝南瓜外销战即刻
打响了，任家塔村驻村工作队队
员们各显神通向亲戚、朋友、邻
居等下单发货回款。关晋忠回
到他工作多年的马兰矿寻求帮
助，通过积极争取，该矿决定按
市场价收购村里剩余的近 3000
斤南瓜。任家塔村主任刘瑞军
由衷感慨：“西山驻村工作队真
是一诺千金，这种全心全意为群
众办实事的精神，让我们长了见
识也倍受感动。这样的党员无
论派驻到任何地方，都没有化解
不了的矛盾，解决不了的问题。
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
一个钉，答应帮村民解决的事
就一定要做到。”关晋忠是这样
说也是这样做的。

莫道春光难揽取，浮云过后
艳阳天。一轮红日升起，在兴县
蔡家崖的黄土地上，西山驻村工
作队带着组织信任和重托，以村
为“家”，继续扎扎实实走好“驻
村路”，踏踏实实干好“振兴事”。

近日，太原选煤厂开展年轻干部廉洁教育活动。
大家先后参观了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

军总部旧址。在认真聆听讲解中，一幅幅生动且珍贵
的图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历史实物、一幕幕感人的战
斗复原场景，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
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英勇无畏的伟大革命精神。

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活动，旨在系统性重塑 80、90
后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体系，帮助年轻干部扣好廉
洁从业第一粒扣子，聚焦“成长起步期”，帮助年轻干部
走好职业生涯第一步，以强有力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教
育引导年轻干部慎微慎独，自警自省，切实增强拒腐防
变能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积极贡献。

●阙瑞焕

‘青廉’工程
筑牢防线

“火力全开”让“暖流”跑在“寒流”前
深秋渐冷，昼夜温差较大，为了

让升井职工在一个温暖舒适的洗浴、
更衣环境中放松身躯、温暖驱寒，镇
城底矿提前做好充足准备，矿井所有
浴室的供暖措施已经“火力全开”。

据了解，该矿职工澡堂每天服务
井下职工大约900余人，加上地面职
工大概有1100到1200人。为全力服

务好井下职工三班倒，该矿后勤服务
中心澡堂队20多名工作人员全勤无
休，24小时保证优质服务。

为了不让冷风入侵，工作人员在
澡堂的每道门上都加装了厚棉门帘，
并在每道出入口加装 3千瓦的热风
幕。把澡堂水温调整到 42 度到 45
度。考虑到气温低，水温下降较快，

所以由一天三换水，调整
为一个圆班五换水。

“矿上澡堂里的保暖
工作做的很到位。有暖
风，有棉门帘，洗澡水的
温度也非常合适，挺舒

服。”韩志方是矿上的老职工了，他每
次升井后都要泡个热水澡消除一身
的疲惫。

该矿后勤服务中心澡堂队长
陈秀红骄傲地说，“我们的工作很简
单。让职工舒舒服服洗好澡，解除工
作疲劳就是为保障安全生产做贡献
啦。” ●张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