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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县依托地理气候优势，因地制

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初秋时节，兴县高家村镇张家湾村的皇

冠酥梨硕果累累丰收在望，迎来了即将上市

时节。

高家村镇张家湾村位于兴县西南，黄河

沿村而过，随着黄河旅游公路的开通，这里

成为了沿黄旅游打卡胜地，村内建起的张家

湾驿站，更为发展观光采摘提供了便利。

立秋时节酷暑未退，刘贵成夫妇汗流浃

背，每天忙着扶枝、套袋，为梨果上市做着前

期的准备，今年由于风调雨顺、降雨充沛，梨

果长得饱满硕大、圆润结实。

刘贵成告诉记者，这几天是皇冠香梨成

熟的时节，已陆续开始上市销售，如果能来地

头采摘的话，消费者可以品尝到口感绝佳的

梨果。他种植的梨树共 200亩，主要有玉露香

梨、酥梨、皇冠、大黄梨，盛果期挂果接近 11
亩，今年风调雨顺、没有缺水，梨果长势十分

喜人，乘着全县鼓励发展沿黄旅游的东风，今

年他的思路也改变了，再不计划用传统方式

到市场上销售而是让游客到地头采摘，这样

既能让消费者品尝到最为新鲜的梨果，又能

体验采摘乐趣，同时还能欣赏田园风光，最重

要的是给他自己也省不少事，一举多得。

金灿灿的皇冠香梨，密密实实、缀满枝

头，有的树枝被果实直接压在了地上，丰收

的景象吸引过往行人驻足观赏。慕名而来

的客商和游人一边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一

边采摘品尝即将上市的果实，体验着农家收

获的喜悦和快乐。

一位常年与基地联系的本地客商品尝

着刚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皇冠香梨说道，

“ 高 家 村 镇 张 家 湾

村 的 这 个 梨 ，颗 粒

大 、水 分 多 、口 感

好，品质没得说。”

刘贵成说：“他

的梨园主要以玉露

香 梨 为 主 ，高 家 村

镇张家湾村位于县

境西部，黄河中游，

蔚 汾 河 下 游 ，省 道

忻 黑 线 穿 境 而 过 ，

地 理 位 置 优 越 ，特

别是黄河旅游公路

的 开 通 ，给 他 做 好

香梨产业增加了更

大 的 底 气 和 信 心 。

他的梨园一直施农

家 肥 ，土 壤 是 沙 壤

土，浇灌的水是黄河水，非常适宜玉露香梨

这个品种对这里的气候和日照时间很适应，

甜度在 12.5 到 13 之间，这几年供不应求，一

年给能给全家带来十来万元的收入。”

刘贵成的梨园是兴县县委、县政府因地

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具体体现，兴县

将按照典型带动、示范引领、政策扶持、规模

发展，让更多的农户参与种植，把玉露香梨

产业做成沿黄经济转型的特优产业，为巩固

脱贫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增添动能。

采访中刘贵成夫妇反复叮嘱记者，再过

10几天是雨露香梨上市的时节，希望通过媒

体邀请周边的市民带着家人朋友来梨园采

摘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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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炳中
通 讯 员 张亚东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方山县为进一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严格

对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科学谋划、积极作

为、主动担当，精准施测，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

关切,建立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筑

牢政策兜底保障，确保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加，推

动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高兜底保障补助标准。从 2022年起，方山

县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纳入农

村低保、特困救助和临时救助范围。农村低保标

准每人每年提高 600 元，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

标准每人每年提高 800元。

加大养老保险支持力度。对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返

贫致贫人口、原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缴费困难群

体，由县政府为其代缴最低缴费标准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对参加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的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由县

政府为其代缴最低缴费标准的补充养老保险费。

对无子女或子女无赡养能力、经有关部门认定年

收入低于政府公布的低收入标准的 65周岁及以上

低收入农村居民，在补充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上予以

倾斜（与低保、特困群体待遇不同时享受）。

加大扶残助学项目支持力度。对符合资助条

件的残疾人大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在

读期间省级彩票公益金给予 5000元一次性资助。

建立乡镇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对遭遇突发

事件、意外灾害、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个人，及时给予

临时救助。发挥临时救助过渡、衔接功能，对申请

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脱贫户和监

测户等困难群众，视情先给予临时救助，解决过渡

期内基本生活困难。

强化防贫保险兜底保障。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以防贫险为核心的保险保障模式。在合同约定范

围内，对因病、因灾、因意外事件出现大额支出，分

情况进行阶梯式补偿。每年年底，脱贫人口及监

测对象在享受各项政策后，家庭人均纯收入仍低

于省定防返贫监测标准指导线的，对差额进行补

偿。防贫险保费实施年度调节，引导保险公司降

低保险费率，提高赔付率。

积极鼓励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对脱贫人口中，65岁以上生活困

难、无劳力、半劳力、弱劳力的老人，鼓励子女弘扬传统美德，积极履

行赡养义务。子女每向老人交纳 1000元赡养费，所在村可给予 200
元的奖励补贴，每年最高不超 600元，由光伏资金支付。 （肖继旺）

本报讯（记者 阮兴时 通讯员
闫宇宏 王鑫辉） 今年以来，交城县

西社镇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扎实

推进“清化收”工作的部署安排，坚

持问题导向、大胆创新，聚焦合力联

动，聚焦宣传发动，聚焦拉网覆盖，

做精做细“清化收”，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聚焦合力联动，牵头抓总强部

署。该镇成立以镇党委书记、镇长

任双组长的农村集体资产“清化收”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台实施方案，

将“清化收”工作纳入考核范围，明

确村党组织书记为“清化收”工作第

一责任人，形成镇党委抓落实、村两

委抓落细、各站所抓落地的责任体

系，确保高质量完成“清化收”工作

任务。

聚焦宣传发动，田间地头造氛

围。该镇始终坚持政策先行、舆论

引导的工作方法，组织镇、村两级干

部全部进村入户、田间地头宣讲政

策，张贴告知书 120 份，悬挂“清化

收”工作宣传标语 32条，镇、村设置

公开举报箱 10个，发放宣传单 1200
余张，利用大喇叭、微信群广泛宣传

专项工作的目标和意义。根据《交

城县农村集体资产“清化收”专项工

作实施方案》，分批次对工作专班、

村主干以及报账员进行业务培训，

组织各村迅速开展合同摸排自查工

作，做到到村、到组、到人、到事全面

摸查。

聚焦拉网覆盖，精准识别全排

查。该镇聚焦全覆盖排查“四清”见

底，一本台账应清尽清。一是挂图

作战，查漏补缺彻底“清”。按照“逐

村逐份清、逐图逐地测”的要求，各

村挂图作战，集合包村专干、村两委

成员、土地合同持有人三方按照土

地图斑实地进行测量，做到网到边、

亩数清；二是作出表率，党员干部带

头“清”。村主干全力配合合同清理

工作，在主动提高认识、吃透政策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自觉靠前，带头规范合

同、缴纳承包费，并积极消除群众抱

怨和质疑。三是排难解疑，历史遗

留底细“清”。对掌握在村民手中的

相当数量的“口头合同”“单据合同”

“隐形合同”，逐户研判、按类登记做

到信息精、数量准；四是有效过渡，

合理增收措施“清”。以对重点摸排

的三类合同和重点核查的五个方面

进行逐一评估，力求做到工作措施

覆盖全、效果好。

通过“清化收”专项行动，西社

镇摸清了资产底数，建立了管理台

账，标定了土地价格、培训了管理队

伍，切实加强各行政村集体经济合

同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实现了

潜力挖出来、资源管起来、经济提上

来的基本目标。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今年

以来，柳林县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借助吕梁专家港

等创新平台，不断推进延链补链等

项目落地，加快新兴产业集聚步伐，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汇聚起强

大的新动能。

柳林县是我市资源型发展的典

型代表，经济实力雄厚，但面临着产

业结构不合理的困境，近年来在新

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不断加快转型

发展的步伐。今年，该县加快铝后

项目落地，完成铝循环工业园区 4.2
万 m2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建设，推动

中信戴卡公司铝合金装备制造项目

顺利落地，着力打造全省“煤电铝

材”一体化示范基地。加快李家湾

高新技术产业园配套建设，依托何

满潮、张懿两个院士工作站、吕梁专

家港等创新平台，加强与中国矿大、

太原理工等高校合作，在煤矿开采、

信息技术、大数据、光电、智能制造

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企业孵化。

加强山西建投云数智、山西算芯科

技、谷川联行、晋城伟奇镍合金等高

新技术企业合作，大力培育高新技

术项目。加快金恒建材一期年产 3
万吨特种纳米碳酸钙及复合钛白粉

项目建设，着力打造一流钙基新材

料生产基地。并推进煤矸石、赤泥

等大宗固废利用与下游建筑、建材

等产品应用深度融合，大力推动北

京金投清蓝公司固废基生态砂、陶

粒混凝土等项目落地建设，着力打

造全省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区。

同时，该县大力推动 4 个 10 万

千瓦光伏项目并网发电，金家庄煤

矿、寨崖底煤矿等 5 个瓦斯发电项

目建成投产, 蓝焰公司沙曲区块稳

产增产、富地公司柳林区块投产达

效 、中 石 油 公 司 柳 林 区 块 建 成 投

产。充分发挥现有 3座火力电厂调

峰作用，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发

展，以供电的稳定性和经济性，吸引

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柳林，还新

钻采气井 54 口，煤层气产量达到 3
亿 m3，让柳林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更足。

雨后的山西庞泉沟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云雾缭绕，景色迷人。庞泉沟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位于交城县和方山县交界处，森

林覆盖率高达 74%，是黄土高原上难得的

绿洲，有“华北绿肺”之称。

图为无人机拍摄的山西庞泉沟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记者 刘亮亮 摄

兴县兴县：：皇冠酥梨获丰收皇冠酥梨获丰收 期待市民来采摘期待市民来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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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西社镇：“清化收”为村级集体经济赋能

柳林县加速推动新兴产业集聚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倍硫磷属于有机磷类

杀虫剂，主要抑制乙酰胆碱

酯酶，使害虫中毒死亡。其

对作物有一定的渗透作用，

但无内吸传导作用，残效期

较长。截至 6 月底，倍硫磷

在我国的登记作物和防治

对象包括小麦吸浆虫、大豆

食心虫、十字花科蔬菜（含

甘蓝）蚜虫、大葱蓟马，尚未

在豇豆上取得登记（小麦蚜

虫、水稻螟虫、蔬菜蚜虫、果

树桃小食心虫、甜菜叶蝇和

棉花蚜虫、棉铃虫已不在有

效期）。根据《农药管理条

例》，倍硫磷目前不得在我

国豇豆上使用。

GB2763- 2021 规 定 倍

硫磷在我国绝大多数蔬菜

中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均

为 0.05mg/kg，只有结球甘蓝

除外（2mg/kg）。

刘刚
据《山西农民报》

注意！倍硫磷不得在豇豆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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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图为手捧酥梨的刘贵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张亚东 摄

美酒当前，佳酿云集。8月 19日，2022
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在中国杏花村

白酒交易中心盛大开幕。

“遥指杏花 醉美吕梁”是本次酒博会

的主题。一大早，中国杏花村白酒交易中

心门口鼓乐齐鸣，来宾们早已排起了长队，

大家有序扫码、测温进入场馆。展馆内，酒

香味扑鼻而来，参展商正在热情介绍带来

的展品。来宾们漫步其中，仔细品尝、回味

来自全球各地不同品种的美酒。

“汾阳是白酒非常出名的城市，很高兴

来这里参加酒博会。这次活动的展厅非常

漂亮，我们庄园生产的葡萄酒也非常有趣，

希望在这里能结识更多对葡萄酒感兴趣的

人。”国际葡萄酒展区的展客商哈迈·弗朗

索瓦·菲利克斯说。

与往年相比，本次酒博会实现了规格

升级、规模升级、内容升级，成为经商务部

批准提档升级后的国际级酒业博览会，也

是山西省唯一的国际酒类综合专业展会。

展览面积扩展至 6.4万平方米，分 ABCD四

大展馆，设置了中国白酒名酒展区、黄酒展

区、国际葡萄酒展区、清香型白酒代表展

区、白酒祖庭展、山西名优酒企展、酒文旅

展、酒类装备配套产业展、国际蒸馏酒产区

9 大展区和美酒品鉴专区，充分展示全种

类、全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展客商卢晓旭正在通过手机直播向粉

丝们介绍自家的灌装、过滤设备：“很荣幸

参加这次酒博会，我们的灌装设备与山西本地酒厂、醋厂的生

产线比较适配，不少客户过来询问、了解，比来之前的预想好

了很多。”

酒博会期间的主题论坛升格为世界顶级峰会，将举办“中

国清香型白酒市场与消费趋势论坛”“2022 中国酒业活态文

化高峰论坛”“解读一瓶好酒的地理密码——中国美酒产区价

值论坛”等酒业主题论坛活动，再次聚焦汾酒高质量发展，为

中国酒业发展探索前进的新方向。

此次酒博会通过特色展览展现吕梁魅力，通过系列高峰

论坛探索行业发展，通过重磅清香评选引领名酒复兴。之后

还将举办“首届国家级露酒评酒委员”选拔、陈年白酒鉴定师

培训、杏花村酒博会云上展厅、汾酒高端品鉴会等系列活动，

充分展示中国清香型白酒核心产区的优势和独特魅力，进一

步提升吕梁作为“世界十大烈酒产区”的影响力。

以汾阳杏花村为核心，吕梁酒文化源远流长，酒产业蓬勃

发展，酒文旅融合深入推进。这次酒博会汇聚了各类酒行业协

会代表、名酒企业、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是吕梁深化对外交流

合作的新机遇，也是吕梁博采众长、助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大机遇。吕梁将深化酒合作，加强与各方的合作交流，把酒

博会办成思想碰撞、文化狂欢、产业共赢的盛会，进一步扩大吕

梁清香白酒的国际影响力。

□ 本报记者 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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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洋） 8
月 19 日，陈年露酒鉴定规范

团体标准制定研讨会在汾阳

举行。本次研讨会旨在陈年

露酒标准方面充分汲取与会

领导、专家、老酒收藏家关于

标准制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为下一步切实推动标准制定

工作确立方向，奠定基础。

据了解，中国酒业协会名

酒收藏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

来，一直重视陈年酒行业的标

准制定工作，始终认为一个统

一的标准对于整个行业的健

康长久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今年 5 月 21 日 GB/T
17204- 2021《饮料酒术语和

分类》国家标准发布后，露酒

已成为和发酵酒、蒸馏酒、配

制酒并行的独立酒种，新国标

对于露酒产业发展起到了重

要推动作用。近年来，随着国

民消费水平整体提高，名酒收

藏市场持续发展，陈年酒行业

逐步扩大，“陈年露酒”同样需

要一个标准的出台为其收藏

和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

此次研讨会，专家们通

过对陈年露酒团体标准制定

的精准把脉，指出了很多影

响 陈 年 露 酒 产 业 发 展 的 因

素，并积极建言献策，给出了

不少促进陈年露酒团体标准

制定的宝贵意见，对露酒产

业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

导意义。

陈年露酒鉴定规范团体标
准制定研讨会在汾阳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