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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治11月2日讯（记者 冯
毅松 通讯员 廉玉 崔俊）近年来，
沁源县坚持以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为
抓手，在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建设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等工作上持续发力，不断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奋力蹚出了一条符合沁源实际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

突出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推动乡
村振兴。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
沁源县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持将发展有机旱作作为带动现代
农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工作，大力发展
特色种养、加工及乡村文旅产业，持续
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做大做强。一是坚

持“特”“优”，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县政
府及时制定沁源县关于加快有机旱作
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年度计划，明确
发展目标、发展计划。依托独特的气候
及资源优势，以创建有机旱作农业示范
县为抓手，以“一区六基地”建设为载体
（“一区”指建设道地中药材种植优势
区，“六基地”指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种植
基地、中药材标准化育苗基地、有机旱
作农业示范基地、太岳山马铃薯种薯繁
育基地、马铃薯水肥一体机械化种植高
产基地和道地中药材收购、仓储基地），
积极培育道地中药材、太岳山马铃薯、
食用菌等主导产业，中药材种植面积
5.6 万亩，马铃薯种植面积 4.2 万亩（其

中原种基地0.5万亩，一级种薯基地1.5
万亩），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50万袋以
上，认证注册道地中药材等“土字号”

“乡字号”特色品牌 35 个。同时，还积
极推进乾和源10万只规模羊场等特色
养殖项目建设，推动黑山羊、湖羊等特
色养殖产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突出“精”“深”，发展特色加工产
业。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农产品
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以打造“山西药
茶”为第七茶系这一契机，与山西中药
材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以“四根四叶”
（即党参、黄芪、蒲公英、甘草四种根茶，
连翘、黄芪、沙棘、酸枣叶四种叶茶）为
重点，培育了药茶加工企业 5 家，研发

出党参茶、黄芪茶、连翘茶、菊花茶等茶
品十余种。做大做强太岳金色豆豆、丰
瑞等特色加工企业，推动该县农产品加
工精细化、特色化、功能化发展。

突出“红”“绿”，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
生态资源，着力打造“太岳首府·英雄沁
源”红色品牌，扮靓“世外桃源·绿色沁
源”生态名片。打造池上宿集、隐居乡
里旅游精品名宿项目，加快建设灵空山
康养小镇、“水漾年华”田园综合体、社
科“丹雀小镇”等三产融合项目，因地制
宜开展官滩赛羊会、景凤帐篷节、韩洪
马铃薯花开节等乡村旅游节庆活动，构
建起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

以“三个突出”为抓手

沁源走出绿色有机旱作农业发展新路子

本报运城11月2日讯（记者 杨永生）10月30日，新绛县
首届“新绛火锅”大赛圆满结束，通过比赛的形式展现了新绛
传统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成为新绛县打造特色小吃劳务品
牌的重要阵地。本次大赛共有来自新绛及周边县市的25名

“火锅师傅”同台竞技，推动“新绛火锅”向更高水平、更高领
域、更高层次发展。本次火锅大赛最终评出“十佳新绛火锅”
10名、“新绛火锅”优胜奖15名。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够把‘新绛火锅’的招牌擦得更
亮，在提升火锅‘工匠’技艺的同时，让新绛火锅‘走出去’，受
到更多食客的喜爱，把‘新绛火锅’打造成新绛的特色劳务品
牌。”火锅大赛负责人吴根平说。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绛县以稳就业、促
经济为目标，着力打造新绛特色劳务品牌，以“新绛火锅”为
切入点，拓宽就业渠道，打造出有统一形象包装、统一输出模
式、统一培训标准、统一跟踪服务的新绛劳务品牌。

展现传统饮食文化独特魅力

新绛举办首届“新绛火锅”大赛

本报朔州11月2日讯（记者 刘成根）近日，记者在朔
州市平鲁区举行的“2020 年平鲁区双碾乡牧草基地庆丰
收”活动上获悉，过去秋收后的农田，遍地是焚烧秸秆的浓
烟，如今在政府的引导下，有专业公司收购秸秆，农民焚烧
秸秆将成为历史。

今年以来，平鲁区以双碾乡 5 万亩人工草场修复项目
为依托，积极推进乡村产业一体化，引进农业生产要素，吸
引外资、外智投入农牧业生产，以实现农牧业的品种、技
术、知识的加快更新，带动牧草产品升值，助力乡村振兴发
展，推进全乡“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宏伟目标实现。

据了解，平鲁区委宣传部组织力量，大力宣传“禁止焚
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同时，积极引导草牧业公司
和广大农民参与牧草发展大业，让农民充分发挥在农业发
展中的主体作用。

政府部门引导 专业公司收购

朔州市平鲁区农田秸秆告别焚烧历史

寒露时节，天气由凉转寒，但在
长治市屯留区麟绛街道高店村的土
地上，小黄花分外美丽，地底下的洋
姜即将获得大丰收。高店村党支部
书记王旭东看着面前的这片土地心
里乐开了花，不禁感叹：“今年价格比
往年都好，我们村今年洋姜种植又是
一个大丰收。”

高店村地处采煤沉陷区，水土流
失严重，土地生产效率下降，大部分青
壮年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现象严重。
2017 年，在外打工的王旭东看着那些
曾经养育了自己，现在却满是荒草的
土地，看到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乡
亲生活困苦感伤不已，在沉思中萌发
出了返乡创业、把家乡建设好、让乡亲
们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的想法。

2017年11月，恰好高店村“两委”
换届选举，王旭东自告奋勇，报名参
选村党支部书记，并赢得了党员和群
众的信任，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挑起
了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重担。

想要致富，仅仅依靠外出务工是
不行的。王旭东认为，发展特色产业
才是硬道理。上任伊始，王旭东就开
始思考用什么产业来带乡亲一起脱

贫致富。经过考察，在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赵梁军的帮助下，他决定发展洋
姜产业。

洋姜学名菊芋，根系发达、耐干
旱贫瘠、生长能力强，在水土保持、美
化环境方面有着特殊的用途，又是天
然的胰岛素与酵素，对高血糖、高血
脂、高血压和肠胃病患者具有明显的
调养作用。同时，还有产量大、经济
价值高的优势。

2018 年 3 月，王旭东筹资 800 万
元，并组织 5 户村民成立了麟康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村里土地70亩
开始洋姜种植，合作社优先吸收建档
立卡贫困户以土地入股，优先安排困
难村民在土地上务工。

“像我这把年纪，打工都没地方
要了，在合作社做点活，每天有 80 元
收入，我很满意。”63岁的温书梅笑呵
呵地说。

“今年洋姜亩产可以达到 5000 斤
以上，按照市场价格每斤 1.5 元计算，
平均亩产值可以达到 7000 元以上。”
王旭东说，“头一年的洋姜继续做种，
以后只收不种，循环生长。用老百姓
的话来说，春季种在地里就不用管
了，初冬农闲的时候直接从地里挖出
来就可以卖钱了，投入不大，收益却
不小。”

得益于此，村民们将能利用的土
地都种上了洋姜，墙根后院到处都能
看到洋姜的影子，很多撂荒多年的土
地又被重新开发了起来。

经过两年的发展，今年该村种植
洋姜面积达到 320 亩，既给村民带来
了土地流转收入，又为村民带来了务
工收入，常年参与务工的村民比过去
种玉米收入翻了几番。

说起村里的撂荒土地，王旭东百
感交集。由于土地沉陷，原先村里
340 亩土地修建的 130 个大棚无人承
包经营，土地流转金无人支付。2017
年上任后，王旭东对撂荒大棚进行修
缮，并多方联系业主发展西瓜、葡萄、
草莓、甜瓜等大棚种植，盘活了撂荒
的大棚，使村民持续受益。

几年前，高店村的路多处是坑洼
泥泞，村内环境脏乱差，杂物随处可
见。为了方便村民出行，改善村容村
貌，2018 年以来，王旭东带领村“两
委”干部多方筹集，将村里主干道、小
巷全部硬化，硬化道路 1900 米，硬化
面积9500平方米。

王旭东感慨地说：“看到这些年
来村里的变化，证明了我当初的选择
是正确的，我将继续不忘初心，坚定
前行，继续当好‘带头人’，带领大家
共同走向康庄大道！”

王旭东：让洋姜花开满群众致富路
本报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韩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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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晋城 11 月 2 日讯（记
者 崔振海 实习记者 暴丽
鹏 通讯员 李思思 司丽丽）
近日，在高平市南城街街道南韩
庄的庄稼地里，机声隆隆，马达轰
鸣，大型秸秆粉碎机械正在对残
留的秸秆、根茬进行粉碎。农机
手焦天友介绍说：“按照目前的进
度，从早上 8 点开始作业，一天能
粉碎秸秆70余亩。”

看到这样的高效作业，村会计
李永明连忙说：“自从有了农业托
管项目，我们村再也不用发愁秸秆
怎么处理，直接托管给天友农机专
业合作社，每年秋收过后，农机手
都会来给我们粉碎、深翻、旋耕，再
也不用担心老百姓焚烧秸秆啦！
既减轻了防火压力，又提高了空气
质量。”

据了解，自10月8日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开展以来，南城街街道通
过积极与高平市天友农机专业合
作社协调，采取农业托管的方式，
在全街道 17 个行政村进行统一作
业，22台机械统筹调配、全天运作，
确保不落一块地。

此外，在加快推进秸秆综合
利用的基础上，南城街街道还同
时对秸秆禁烧工作进行了严密安
排。针对耕地面积广、任务重等问
题，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层层落实
责任，加大巡查处罚力度，消除秸
秆露天焚烧隐患，确保高质量完成
秸秆综合利用，助力打赢蓝天保
卫战。

截至目前，秸秆离田完成2565
亩，粉碎还田完成12263.8亩，共完
成总面积的 58.3%。下一步，高平
市南城街街道将持续加快秸秆综
合利用工作进度，预计全年秸秆综
合利用率可达98%以上。

采取农业托管方式 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高平南城街街道
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本报大同11月2日讯（记者 杨晓明 通讯员 王爱
民）“自从村里安装了安全饮水工程，苦咸水变成了甘甜水，
用着方便喝着放心！”10月29日，灵丘县落水河乡招柏村村民
康现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看着清洌的自来水“哗哗哗”地
流出来，幸福的笑容溢满双颊。

为把安全饮水这项惠民工程真正做实做好，做到老百姓
的心坎儿上，该县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到与脱贫攻坚和生
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从规划到施工，由县水务局派出专业技
术人员全程跟进，严把工程质量，督促施工进度，及时协调解
决遇到的问题和矛盾。2016年至今，全县共投入资金2346.75
万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75处，涉及12个乡镇、
81个行政村，受益总人口6.56万人。

同时，为加强水质检测工作，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投
资120万元建成了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化验室，每年安排
专项经费20万元用于水质检测工作，平均每年检测水样300
余个，水质合格率达100%。安全饮水工程的全力推进，在提
升广大群众的生活品质、方便生产生活的同时，更提升了群
众脱贫致富的精气神。

投入资金2346.75万元

灵丘县6.56万农村人口喝上了安全水

本报临汾11月2日讯（记者 张文华 通讯员 李安
安）11月1日下午，“飞虹塔杯”山西省第二届金牌导游大赛总
决赛在洪洞正式启幕。据悉，此次大赛由省文旅厅、省总工
会、共青团山西省委、省妇联共同举办，全省11个地市及省导
游协会参赛。

此次大赛是山西省2020年旅游发展大会、“游山西·读历
史”系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大赛决赛在11月1日正式启动
后，将于 6 日举办总决赛及颁奖典礼和全省导游工作座谈
会。大赛以“游山西就是读历史”为主题，分初赛、决赛两个
阶段，历时两个多月，经过全省各地市选拔，共有166名优秀
选手光荣进入总决赛，并将进行百名“金牌导游”称号及一
二三等奖、“最佳形象导游”“最佳口才导游”的激烈角逐。

本届大赛精心设计比赛环节，为考察导游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设计了实地带团环节，检验选手的实操能力。在11
月4日，选手们将在明代监狱景区和国家4A级景区广胜寺景
区、国家5A级景区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实地带团，展示专业素
养和职业形象。以智慧旅游建设为牵引，全力打造文化旅游
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以“游山西就是读历史”为主题

我省第二届金牌导游大赛总决赛启幕

近日，记者来到吕梁市离石区
信义镇阳坡村，敲开了王文平家的
大门，开门的是其妻子白林娥。白
林娥带着记者走进小院，只见一些家
养鸡正满院乱跑。白林娥笑着将鸡
撵进鸡窝，对记者说：“现在日子好起
来了，怎么让日子更好？没有手艺，
其他的事做不了，养鸡总可以吧？于
是，我就买了些鸡回来，试着养养看，
要是养得好，能为家里增加更多的
收入。”

提起从前的日子，王文平不自觉
地皱起眉头：“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就
算出去打工，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

钱，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艰苦。”2014
年，通过精准识别，王文平被村里纳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之一。

“成为贫困户并不是一件光荣的
事，很懊恼。”王文平说，“村里投资建
设光伏项目，支村两委第一时间想到
了我家。当时，我一听政府租地还给
钱，寻思着家里的地平常也没人种，
还不如租出去，这样每年也能挣个
3000 多元，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是对
于当时的俺们来讲也是一笔不错的
收入。”

2017 年，村里招聘护林员，村里
的干部再次上门找到了王文平。王

文平说：“一开始俺还不大想去，俺没
种过树，怕给人家干不好，误了村子
里的事。”

后来，通过几次交谈，村干部了解
了王文平的想法后，便每天抽时间上
门为王文平做思想工作。

“村里干部这么相信俺，俺便去报
了名，成了一名护林员。”万事开头难，
等王文平正式上岗后，才知道这份工
作没有他想得那么难，“只要肯下功
夫，不怕辛苦，有责任心，就一定能成
为一名合格的护林员。”如今的王文平
负责2014.363亩生态林的护林防火工
作，每月也有了固定的收入。

王文平：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本报记者 李全明 通讯员 刘一荪

本报临汾11月2日讯（记者 张文华）近日，由安泽县主
办的“山西药茶”东南亚市场开拓启动仪式暨安泽药茶品鉴
视频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及临汾市以视频同步连
线的方式举行。

据了解，在此次品鉴会安泽县分会场，该县相关负责人
化身“推广大使”，向国内外朋友推介了安泽连翘茶，希望他
们通过这一平台认识安泽，了解安泽连翘茶。同时，临汾市
侨联也积极为此次品鉴会牵线搭桥，希望马来西亚侨界做好

“安泽药茶”文化海外推广，唱响“安泽药茶”品牌，讲好“安泽
药茶”故事。

安泽县现有700余种天然中药材、10余家药茶生产企业、
百余家手工生产作坊，连翘药茶产业已初具规模。世界文化
历史名城马六甲是东南亚商贸的桥头堡，也是华侨华人的聚
集地，多年来一直有饮中药茶的习惯，该县紧抓这一商机，在
马六甲推广安泽连翘茶。

安泽县举行药茶品鉴视频会
向东南亚市场推广连翘茶

本报吕梁 11月 2日讯（记者
李全明 通讯员 杨应平）在土地
整理建设中，因周边土地垫高，方
山县大武镇杨家会村的水源井形
成了底洼地形，附近居民污水排出
后顺势流向水源井方向，尤其雨季
更是严重，周边泥水、污水混合流
向水源井，造成严重的水源污染，
全村 487 户、1624 口人的饮水安全
受到了威胁。方山县水利局得知
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技术人员进
行实地勘察，并制定了具体可行的

“补救”措施，投资27万元对该水源
井进行加高封闭处理，铺筑混凝土
硬化面层 200 余平方米，修建砖砌
围墙 160 余米，彻底解决了该村水
源污染问题，为老百姓的饮水安全
提供了极大保障。

农村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两
不愁、三保障”的一项重要指标，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最基本的
民生大事。2016年以来，方山县立
足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实施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主要集中
对老旧蓄水池和管网老化的村庄
进行新建、维修和改造，持续改善
农村饮水安全质量。四年来，全县
累计投资 2300 多万元，实施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82 处，惠
及85个村，8.1万名群众从中受益，
用上了水量、水质、供水保障、用水
方便四项指标全部达标的放心水、
幸福水。

立足实际 因地制宜

方山8万群众受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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