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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大同7月7日讯（记者 杨晓
明 通讯员 魏军）“去年我在村里的
合作社干活挣了1万多元，流转土地收
入2000多元，加上自己种地的收入，一
年下来收入近 3 万元。”大同市云州区
峰峪乡徐家堡村徐尚禄今年又来继跃
黄花产销专业合作社打工。今年合作
社的黄花、西瓜、小红豆长势都挺好，丰
收时候就分红，到时他家会分得更多。

云州区围绕黄花、都市蔬菜、杏果
经济林、中药材、优质杂粮、规模养殖等
产业，以“一村一品一主体”为切入点，
大力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
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业产业化

经营，加快发展黄花、经济林、中药材等
规模化、组织化、产业化的现代特色农
业，把这些产业培育成为“促增收、能富
民”的支柱产业。同时，通过合作社+
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带动
农民流转土地获得租金，在合作社打工
获取薪金，在合作社分红获得股金，实
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的“三变”。

以张圣伟为代表的12名返乡创业
青年，成立了吉家庄中心村农牧专业合
作社，种植、购销黄花、富硒小杂粮等特
色农产品，通过“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带动农户脱贫增收。目前，该

合作社吸收社员 462 人，其中，贫困户
217户、453人。去年，该合作社种植的
黄花进入盛产期，采摘黄花 150 万斤，
创造就业岗位700人次，黄花销售额达
到345万元。

瓜园村支部书记李成在武警山西
总队的帮扶下，成立园沃黄花专业合作
社，种植黄花 1500 亩、杏果经济林 100
余亩。2017年，该村老百姓在合作社打
工收入 1.5 万元以上的 31 人，1 万元以
上的45人，全村有47户111人脱贫，带
动村集体收入达到 10 万元。2018 年，
合作社派人到广灵县“巧娘宫”学习手
工编织技术，让学艺归来的妇女把编织

技术传授给合作社更多的妇女社员，带
动 50 多名妇女社员脱贫增收，解决了
农村妇女外出打工挣钱和照顾家庭的
矛盾。

云州区合作社数量持续增长，质量
逐步提高，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截至目
前，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166个，
其中，林业专业合作社 118 个，养殖专
业合作社 304 个，农机专业合作社 60
个，黄花专业合作社96个，其中，乡社、
村社一体化专业合作社 43 个，带动贫
困户种植黄花3.8万亩，实现了政策兜
底外贫困人口人头一亩黄花的目标，为
全区发展现代农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合作社带动大同市云州区农民脱贫致富

雨后的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空气
格外新鲜，归化村村民王寅奎正往返于
仓库和厨房之间，为新一天的农家乐营
业备料。知道记者的来意后，这位朴实
的农村汉子把手里的面粉袋往地上一
杵说：“前几年老母亲生病，孩子结婚，
花光了家底还贷了款，多亏区、镇、村干
部上门帮扶，教技术、给产业扶贫资金、
联系扶贫小额信贷，去年开农家乐收入
了2万多元，脱贫了，今年收入又翻番，
达到4万多元，真是没想到！”

没想到的不止王寅奎。距离石城
区 7 公里的枣林乡山高坡陡、沟壑纵
横，正所谓九梁十八峁。2019年被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的枣林乡彩家庄村，充分挖
掘晋商古道古村落资源，试点推行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立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民以资产资源入股，乡村旅游开
展得有声有色。2018年，该乡仅彩家庄
一个村全年接待游客、观光团、采风团
就达到3700人次，增加经济收入16余
万元。村民高兰畔连连称，祖祖辈辈生
活在这里，没想到吃上了“旅游饭”，必
须给政府点个赞！

与信义镇一样，离石区越来越多的
乡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把旅游当作脱贫攻坚的突破
口和着力点，结合当地文化和产业发展
旅游，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

“好基础”让乡村旅游有潜力

选准旅游扶贫方向，搞好“顶层设
计”。离石区坚持以全域视角进行高起
点规划，编制了全域旅游规划，大力整
合旅游资源，扎实推进一批贫困地区乡
村旅游项目建设。从2014年开始集中
在信义、吴城、交口、枣林4个乡镇20个
村拉开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主战场。

完善基础设施，打好“硬功夫”。硬
件设施建设更是旅游扶贫的基础，直接
关乎旅游产业能否长足发展。自2015
年以来，离石区有计划、分批次地推开
了小神头、严村、上王营庄等多个美丽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同时，
大力推进厕所革命。2015年至2018年
间累计完成新建改建旅游厕所 70 座，
乡村旅游如厕难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注入文化内涵，提升软实力。2016
年，离石区信义镇新三湾村以合作社入
股模式发展乡村旅游，租赁村内贫困户
废旧闲置房屋 23 处，返聘村内贫困人
员奋战 60 天打造特色山庄文化，推出
了特色民俗文化演艺、醋坊体验、梯田
农业丘陵沟壑写生采风等多元素的旅
游项目，在让游客感受与众不同的休闲
游氛围的同时，也为推动全区深挖旅游

文化内涵提供了有益借鉴。

“好产业”让乡村旅游有活力

为激发乡村旅游活力，离石区因地
制宜，推出“旅游+特色产业”帮扶模
式，开发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
游产业。

农家乐采摘园带来乡村旅游新体
验。离石区制定出台《美丽乡村农家乐
服务规范标准》，积极为农家乐规范标
准经营提供参照。2018年完成对全区
30家乡村旅游客栈的提档升级，并对重
点打造的15家农家乐（农家客栈）进行
了市级乡村旅游客栈示范点挂牌。信
义小镇等一批电商企业相继成立，蘑
菇、虫草等地方特色农产品逐步推向市
场，旅游产品逐渐丰富。

实景剧演出打造乡村旅游新亮
点。去年，信义等三个乡镇分别打造了
高规格实景演出剧，平均每台实景剧演
员80人，据统计，2017年三台实景剧人
均可收入2570元。同时引爆了周边乡
村旅游项目，周末的信义日均车流量单
程约 10000 车次，农家乐户户爆满，信
义到千年景区所到之处游客熙熙攘攘。

“好营销”让乡村旅游有动力

如何把离石区的名气热度和民俗
文化“嫁接”到离石的旅游上来，离石区
下了不少功夫。

2017年“吕梁——一个令人向往的
地方”旅游季活动开展以来，离石区推
出了“相约信义·醉美小镇”乡村旅游节
等“美丽乡村离石游”三大系列主题活
动，同年8月3日，在省城太原开展了以

“沟梁上的土疙瘩”为主题的离石乡村
旅游龙城推介会。推介会吸引了国家
级媒体20家、省级媒体17家、市级媒体
8家以及县级媒体2家，有效推动全区
乡村旅游宣传推介步入新台阶。

去年，在“汾酒号”列车开通一周年
之际，还继续推出了“乘汾酒号列车
赏吕梁山风光 2018吕梁旅游再出发”
离石篇系列活动，开展了“秦地千客离
石游”、“百家媒体看永宁”、“最是人间
四月天 徒步骑行”等系列活动。活动
期间来自西安和太原的太极拳团队在
火车站广场进行了大型的太极拳表演
展示，省内外 20 余家知名媒体通过各
种媒体、报纸争相报道，活动取得了积
极的效果。

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已经
在逐步显现。2018年农村人口参与旅
游直接相关行业的人数为8921.5人，收
入 总 计 19042.4 万 元 ，人 均 年 收 入
21344.39 元。“旅游为媒、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格局。

时下的离石乡村旅游产业，其力已
聚、其时已至、其势已成，正在迎来其兴
可待的大发展时期。

吕梁市离石区：乡村旅游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李全明 通讯员 高淑芳

本报运城7月7日讯（记者 杨永生）记者从运城市财政
局获悉，截至6月30日，运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50.6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57%，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增收
5.3亿元，财政收入顺利实现“双过半”。

今年以来，运城市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制定
的“三个战略定位”“四大战略目标”，积极担当作为，狠抓各
项收入，确保全市财政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财
政收入工作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税收增长结构优化，新
兴产业贡献突出，二三产业税收同步增长，传统、新兴行业较
快增长，新兴行业税收占比达50%以上；二是“龙腾虎跃”发展
计划成效明显，重点企业税收更加集中，全市纳税前100名企
业税收占比达到65%左右，比上年同期提高10个百分点；三
是各县（市、区）、开发区收入稳定向好，全部实现增收。

运城市财政收入实现“双过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1.6%，增收5.3亿元

本报晋中7月7日讯（记者 郝光明）记者从晋中市数字
城管中心了解到，由晋中市城市管理局重点打造的市民通
（随手拍）APP于7月1日正式上线运行，开启了全市人民共治
共管、共建共享参与城市管理的新局面，为“建美好家园、创
魅力城市”提档升级攻坚行动的开展注入了新动力。

市民通（随手拍）APP是以群众为主体，以数字城管为依
托，建立方便、快捷、精准、有效的城市管理平台。市民通过
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完成后，登录系统界面，点击“反映
问题”，即可随时上报发现的问题。APP界面主要包括反映问
题、咨询投诉、建言献策、便民服务等板块，上报方式不仅支
持照片、文字等，还支持自动定位功能。

市民通过APP将反映问题上报到晋中市数字化城市管
理平台，平台把这些问题信息审核立案后，派发到相关责任
部门进行处置。同时，市民还可以通过手机了解自己反映的
问题由哪个责任部门去处理，处理情况如何，并提出反馈意
见和建议，有效监督各责任部门和单位提高工作效率。

建美好家园 创魅力城市

晋中市民通（随手拍）APP上线运行

本报长治7月7日讯（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张青华）
为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清洁采暖工程建设，有效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近日，长治市潞城区举办2019年生物质炉具展示会，
对各地参展企业100平方米以内的干、湿节能环保炉具、生物
质成型燃料进行了集中展示，并对炉具进行现场点火演示。

一台台生物质炉具看上去和传统煤炉很相似，但是用起
来却是干干净净，玉米秸秆炭燃烧既没有刺鼻的气味，烟囱口
也不飘黑烟，燃烧的热值也不低。

据专家介绍，生物质炉通过风机送风，实现了炉温和进风
量的可控，使生物质燃料在炉膛内充分气化和燃烧，热效率达
30%以上，烟尘污染物和一氧化碳排放量低，对改善农户室内
空气质量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就地取材，变废为宝也是村民们用上玉米秸秆炭的主要
原因，让耕地废料变燃料，不仅解决了头疼的秸秆焚烧问题，
也为冬季取暖工作提出了生物质能源利用的新思路。

不少参展厂商表示，通过参加此次展示会不仅给大家提
供了一个宝贵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为供需双
方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促进了炉具科技成果的转化
和产品的市场推广。

为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清洁采暖工程建设

长治市潞城区举办生物质炉具展示会

本报晋城7月7日讯（记者 崔振
海 实习记者 暴丽鹏 通讯员 高
峰）近日，泽州县下村镇上村村发生的
新鲜事引来全县不少“参观者”，参观者
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议论着上村村新近
安装的新奇“玩意儿”。

为一探究竟，记者来到上村村，到
达现场，只见一排科技感十足的智能垃
圾分类回收箱整齐排列。记者看到，村
民只需在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前刷卡
开箱，分类投放垃圾，投放成功，积分自
动计入卡内，整个过程不到30秒。

晋城市格瑞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说：“互联网智能APP垃
圾分类服务系统是利用物联网、互联网

融合技术，实现垃圾投放的有源可溯。
它主要由运营服务+硬件设备+云服务
平台+微信平台组成，通过二维码、
GPS、ID卡技术，建立一人一码实名制，
实施垃圾分类投放、回收。”

“针对部分识字困难、操作困难的
人群，机身还专门设计了分类图标。对
正确投递的行为采取积分奖励措施，会
进一步推进村民对垃圾分类参与的积
极性。”工作人员介绍说，“回收箱分为
金属、纸张、织物、塑料 4 个箱体，不久
还将增加投放废电池、玻璃的箱体。”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记者尝试拿
着收集来的塑料瓶，走到可回收垃圾智
能分类箱前，按操作指示登录后，投放

口随即开启，待记者投递完成后，投放口
自动关闭，触摸式操作屏语音提示“本次
投递计18分”，整个过程仅仅23秒。

“可回收垃圾分类用上了大数据，
有点像垃圾兑换超市，只要分类正确就
有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每个月的 28
日，到村委院内的‘垃圾兑换绿色银行’
兑换牙刷、纸巾、食用油等日用品。”上
村村支书兼村委主任张晓林说。

此外，村里还配备了一辆餐厨垃圾
清运车，并购买了1270个户用垃圾桶，
分为绿色、黑色两种颜色，免费安放在
农户家门口。绿色垃圾桶用来投放餐
厨垃圾，由专人清运至泽州县滋农有机
肥厂进行堆肥处理，循环利用；黑色垃

圾桶用来投放其他垃圾及渣土垃圾，由
奥美林保洁公司清运至下村镇垃圾填
埋场填埋处理。

“此次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在我们
村的试点投放，可以说开启了泽州全县
农村垃圾分类的‘智能大数据+门清儿’
模式！”张晓林介绍说，“上村村是我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首批省级示范村，为
了引导和鼓励群众自觉参与村庄环境
整治，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按
照‘政府组织、村委引导、环卫专管、实
物兑换’的原则，从今年 4 月启动了垃
圾分类工作。希望通过努力，规范乡亲
们的生活习惯，实现垃圾分类工作的良
好有效推进，为全镇乃至全县起到一个
示范引领作用。”

下一步，泽州将进一步明确任务，
强化保障，因地制宜建立并实施垃圾分
类制度，切实将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向
深入，在全县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泽州：垃圾分类开启“智能大数据”模式

7月1日，晋中交警支队举行庆祝建党
98 周年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此次活
动营造出了砥砺奋进的正能量氛围，激励
全体民警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
斗志，投身到加快推进全市交通事业发展
的实践中。
本报记者 郝光明 通讯员 朱皓 摄

记者调查

今年以来，阳煤集团二矿通过安全主题宣讲、事故案例
教育、“三违”帮教、安全文艺活动等多种方式，全面推进安全
文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形成了人人懂
安全，人人会安全，人人能安全的文化氛围。图为职工正在
观看安全漫画展览。

本报记者 张文华 通讯员 任锁生 摄

今年以来，五台县紧紧抓住跻身“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先进行列的有利时机，由五台农村商业银行
投放产业扶贫贷款10995万元，大规模发展农村电商服务企
业。图为农产品沙棘电商加工企业。

金俊贤 呂超 先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