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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三晋大地“丰”景如画，硕果
累累。田野里，农机具轰鸣作响，一派
繁忙景象。

近日，记者在山西省秋季农机化
新技术培训现场看到，来自全国15个
农机生产和销售企业的 23 种类型 30
余台（套）农机装备，整齐地排列在展
演现场，整装待发，为“三秋”作准备，
展现出全省农业机械化的生产水平和
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的决心，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山西
力量。

提早部署
做好服务保障

为夺取秋粮丰收丰产，我省紧紧
围绕粮油作物收获、冬小麦播种等关
键生产环节，提前谋划，做好“三秋”作
业服务保障。

日前，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发布
的数据显示，我省已投入各类农机具
45万台，完成玉米机收面积1900万亩、
薯类机收面积150万亩、玉米机械化秸
秆还田面积2300万亩。

“为了确保作业安全、高效，我提
前去市农机中心公布的农机检修点，
对玉米联合收割 机 进 行 了 检 修 。”
尧都区城居村的农机手朱杰红对记
者说。

据了解，尧都区金殿镇政府和镇
农机站提前部署，对 44 台玉米联合收
割机、110 台拖拉机进行机修保养、检
修，并与各相关部门加强协作，确保
全镇玉米收获和冬小麦播种工作有序
推进。

“我种了16亩玉米，每亩大概能收
获550公斤。现在是机械化作业的时
代，我一个人完全能管理，要是以前，
可真发愁。”64 岁的城居村村民梁大
明说。

10月17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灾
害提示，要切实做好降水大风天气期
间秋收秋种工作。各地要抓紧晴好天
气，加快秋收进度，统筹机收设备，抢
收成熟秋粮并及时晾晒，争取做到能
收快收尽收，谨防降雨天气对农作物
收获晾晒造成的不利影响。

强化技术
确保高效应用

农机新技术不仅能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还能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农业发
展方式转变。提升农业新机具在农业
生产中的高效应用，既能提高农业生
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也能有效促进农
业现代化发展。

“这次我们现场演示了玉米收
获、深松、深翻、秸秆还田、旋耕、小麦
精量播种和激光平地仪、无人植保机
的全部作业过程。”运城市盐湖区现
代农业发展中心主任董起宏在农业
机械化技术集成示范现场介绍，“‘三
秋’生产全程机械化非常重要，我们
务必要做好农机具的维护、保养和检
修，加强技术培训，尤其在推广先进
技术和装备上，明确任务，切实推动
农机新技术、新机具在农业生产中的
应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
水平。”

“我们先后引进了220马力轮式拖
拉机、驱动耙、气吸式精量播种机、植
保无人机等一系列先进农机装备，同
时开发应用数字平台，实现示范基地
农作物耕、种、管、灌、收、秸秆处理6个
环节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配套。”寿阳
县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新民
介绍。

据了解，今年以来，寿阳县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中心以稳粮保供为目的，
以加强农机技术装备全程全面集成推
广为抓手，全力实施我省农业机械化

技术集成示范基地项目。示范基地面
积达到2000亩，带动辐射服务作业面
积达到1000亩，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90%以上。

通过全程机械化应用，进一步提
高了玉米种植的科学性，实现了玉米
的高产稳产，园区机播、机收、秸秆离
田等全过程综合机械化达到100%，节
本增效效果明显。

大力宣传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推广农业全程机械化将节约大量
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精细化、高效
化、可持续发展，有效推动现代农业全
面发展。

“三秋”是全年农业生产最繁忙
的时候，也是农业机械作业的高峰
期。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进度已超过
六成。在此基础上，我省进一步开展
各种技术培训、农机展演、安全宣讲等
活动，将更多、更好、更优的农机装备
投入到秋收秋种中，助力农业生产增
产减损、节本增效，积极推动农机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

10 月 8 日，泽州县举办优质杂粮
（高粱）有机旱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现场
演示会；

10月9日，岢岚县组织开展谷子全
程机械化机收作业技术服务；

10月13日，原平市召开农机化技
术集成示范基地项目演示培训及田间
日活动；

10 月 14 日，运城市盐湖区举行
2023年“三秋”农机机械化技术集成示
范现场演示会；

……
新型农机忙上阵，备足马力战

“三秋”。
“我家总共种植了26亩玉米，以前

都是人工手剥，效率很低，现在有了玉
米收割机方便多了，几天就把玉米收
回家了。”大宁县茹古村村民贺红荣
说，“说实话，一开始不愿意机械收
割，怕花钱，后来看见村里都是机械收
割，我自己也算了算账，还是机械化效
率高。”

乡村振兴、农机先行，农业机械化
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山西正在
谱写农机化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目前，我省已投入农机具45万台，正在秋收、秋耕、收播一线有序作业——

三晋广袤田野 农机鏖战“三秋”
本报实习记者 刘迎春

本报太原 10 月 21 日讯（记
者 张剑雯）记者近日从省交通运
输厅获悉，2024 年，我省规划的总
里程 1.3 万公里、总投资 1001 亿元
的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将全面建成。

建设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
号旅游公路，推动交通旅游融合发
展是我省做强做优文化旅游产业、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基础
性工程，也是交通运输部在我省开
展的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

据悉，自2018年三个一号旅游
公路启动建设以来，历经两次提
速。6 年来，我省各级交通运输部
门加快推进旅游公路建设 ，全面
打造路游融合、运游融合、“大数
据+”旅游交通融合新产品新业

态，积极探索协同治理新模式，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我省建设
旅游强省、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
游 目 的 地 和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提 供 了 坚 强 的 交 通 运 输 支 撑 。
旅游公路实现城景、景景、城乡
直达，充分发挥了交通与旅游双
重功能，打造了一批具有地域特
色的精品旅游风景道，建成了黄
河一号永和乾坤湾段、长城一号
偏 关老牛湾段等 28 个精品示范
段。黄河一号永和乾坤湾段被评
为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兴县

段 、河 津 段 分 别 被 评 为 2021 年
度、2022 年度全国“我家门口那条
路——最具人气的路”，为全省旅
游公路建设树立了标杆，发挥着
示范引领作用。打造黄河、长城、
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0 公里”
标志文化驿站，已成为展示山西
文化底 蕴 和 对 外 开 放 的 靓 丽 名
片。旅游公路与高铁、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有效衔接，密织路网，一
个“内外通、城景通、景景通、城乡
通”的“快旅慢游深体验”旅游公路
网络基本形成。

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三个一
号旅游公路9797公里。其中，黄河
一号 3229 公里，长城一号 2868 公
里，太行一号 3700 公里，占规划总
里程的 76%，实现主线贯通，同步
建成慢行道 685 公里、驿站 100 个、
房车营地 42 个、观景台 125 个，74
个驿站和房车营地充电桩全部开
工建设，5G 基站覆盖率达到 84%，
串联起158个A级以上景区、536个
非 A 级旅游景点，连通全省 109 个
县（市、区）、4650个村庄，年底突破
1万公里。

省交通运输厅

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明年全面建成

本报太原10月21日讯（记者 王
佳丽）今天，省人社厅在太原市就业服
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启动了

“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
本次活动时间为 10 月 21 日至 27

日，以“全民参保、共享美好”为主题，

以《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宣贯实施为契
机，结合省人社厅正在推进的“强基
层、建站点、就近办、优服务”行动，深
入普及社会保险政策，进一步提高社
会公众依法履行社保义务、维护合法
权益的意识，切实推动解决群众办事

的堵点难点。
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播放宣传

片、发放社保政策宣传材料和经办指
南等方式，向招聘企业和群众宣传全
民参保的重要性。针对群众提出的各
类社会保险政策进行答疑解惑，倾听

各行各业在社保经办方面的意见建
议，现场解决或解答企业工作中遇到
的具体问题并邀请咨询服务对象关
注、使用“山西人社”“太原社保”微信
公众号了解社保政策，查询个人权益
记录。此外，通过开展进社区、进乡
村、进企业、进校园“四进”活动，聚焦
小微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平台就
业人员等重点人群，点对点解惑、面对
面答疑，精准宣传社保政策、解答疑点
问题，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政策服务
的公众知晓度。

全民参保 共享美好

省人社厅启动“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

本报太原10月21日讯
(记者 姚凡)为提升我省地
方金融干部服务全省高质量
转型发展的能力，全面优化
专业知识和能力结构，日前，
省委组织部和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联合举办的“金融助力
数字转型和产业转型”专题
培训班在并开班。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金融助
力转型发展和金融业提质增
效一系列决策部署的具体行
动，旨在全面提高金融干部队
伍专业能力，进一步加强党对
金融工作领导、对金融干部

管理，强化担当、狠抓落实，
为巩固拓展转型发展成效提
供有力金融支撑。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推动地方金融工
作高质量发展，需要具备专业
金融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支
撑。此次培训结合实际工作，
课程设置紧紧围绕“金融助力
数字转型和产业转型”这一主
题，既注重国际国内金融形势
等理论研究，又注重从实际案
例出发进行启发式教学；既着
眼于政策解读，又着眼于沉浸
式教学，对提升金融干部专业
能力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省委组织部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联办“金融助力数字转型和产业转型”培训班

本报太原10月21日讯（实习记
者 李京益）“我叫晋依依，作为生
活在数字时代的‘山西女儿’，冠‘山
西’晋姓，以依依为名，以山西精神
之意，依山西大美之景，我来啦！
我为我的家乡山西代言，欢迎大家
来做客！”近日，山西文旅虚拟星推
官“晋依依”精彩亮相，其“科技+文
化”魅力为三晋文旅市场增添一抹
亮色。

据介绍，“晋依依”立足山西深
厚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新生力量”

的城市 IP，发挥虚拟数字人物在数
字场景中的传播作用，讲好山西故
事，从科技人文数字化视角，拓宽传
统文化内容的传播渠道和受众群
体，实现文化资源的全面数字化转
化。通过加强虚拟数字人物与新技
术的融合，省文旅厅今后将不断探
索创新应用场景，推动文化创新和
技术应用，为文旅机构引流并拓展
营销边界，构建文旅产业新生态。

“晋依依”还在第六届山西文博会上
与观众进行了线下互动。

山西文旅
虚拟星推官“晋依依”精彩亮相

本报太原10月21日讯
（记者 王龙飞）10月18日，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
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份我
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3%，居全国第22位。其中，
城 市 下 降 0.3% ，农 村 下 降
0.4%；食品价格下降3.2%，非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3%；消
费品价格下降 0.9%，服务价
格上涨 0.6%。1—9 月平均，
山西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
期上涨0.1%。

9月份，食品烟酒类价格

同比下降 1.8%。食品中，猪
肉价格下降21.3%，鲜菜价格
下 降 7.2% ，鲜 果 价 格 下 降
3.3%，水产品价格下降3.3%，
粮食价格下降0.8%。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
涨一降”。其中，价格上涨的
六类依次是：其他用品及服务
类上涨3.3%，医疗保健类上涨
1.0%，教育文化娱乐类上涨
0.5%，衣着类上涨0.4%，居住
类上涨0.3%，生活用品及服务
类上涨0.2%；价格下降的是交
通通信类，为下降1.1%。

9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3%

本报太原10月21日讯
（记者 王龙飞）10月18日，
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
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份，我
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
降9.5%，环比下降0.2%；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6.7%，环比上涨0.5%。1-9月
平均，山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比上年同期下降8.1%，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5.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
生 产 资 料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10.6%。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
降19.5%，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
6.5%，加工工业价格下降4.6%。

生活资料价格上涨2.7%。其中，
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3.4%，食品
价格上涨2.6%，一般日用品价格
上涨1.5%，衣着价格下降1.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中，纺织原料类价格同比下
降 14.0%，燃料、动力类价格
下降12.4%，化工原料类价格
下降 8.8%，黑色金属材料类
价格下降 5.6%，木材及纸浆
类价格下降 5.5%，农副产品
类价格下降 1.5%，其他工业
原材料及半成品类价格下降
1.0%，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
价格下降 0.4%，有色金属材
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0.8%。

9月份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和购进价格同比均降

本报太原10月21日讯
（记者 马永亮）10月18日，
省财政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成功发
行 今 年 第 九 批 政 府 债 券
22.83亿元。至此，我省今年
已 累 计 发 行 政 府 债 券
1088.33亿元。

此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
为 AAA 级 ，平 均 利 率

2.72% ，平 均 投 标 倍 数 为
23.67 倍，全部为 5 年期再融
资债券，依法严格纳入预算
管理。债券资金用于偿还
今年到期的山西省政府债
券本金，在进一步降低融资
成本的同时，有效均衡全省
未来年度存量政府债券到
期规模，促进我省地方债发
行长期健康发展。

我省成功发行今年第九批政府债券22.83亿元
今年已累计发行政府债券1088.33亿元

近日，农机驾驶员在平遥县南政乡收获高粱。 新华社发 梁生仁 摄

数字经济经济

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