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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经济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 一丝一毫不能放松一丝一毫不能放松

吕
梁乡村行乡村行··看振兴看振兴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2021 年，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科大讯飞集团合作成立吕梁科大讯飞医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基于医疗产业的

“数字健康管理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围绕医疗卫生和数字健康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需求，提供 AI核心技术支撑，实现

就地研发、就地转化。截至目前，该平台已经与全市 364 家医疗机构和 1416 家定点药店实现互联互通，每年接入处方信息

超 1000万条，住院病案超 25万份，累计医学数据超过 150亿条。

图为吕梁经开区数字经济产业园一角。 记者 刘亮亮 摄

本报讯（记者 韩笑） 招商引资是经

济发展的“源头活水”，更是支撑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近年来，交口经

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招商引资工作摆到

突出位置，紧盯行业强企，深挖项目信

息，创新招商模式，招商机制更加完善、

招商氛围更加浓厚、招商成效更加显著。

强化信息支撑，突出目标靶向。交

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参加铸博会、能

博会等国家级、省级展会，利用行业协

会、业务培训等开展企业信息收集，开通

企业信息查询专用工具“探迹”，对收集

到的企业进行初筛，并锚定行业头部企

业，进一步筛查出意向企业。

强化机制保障，突出任务靶向。交

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靶向招商领导

组，下达了每个部门至少招引 1 户铸造

企业的目标任务，每半月组织召开一次

项目调度会，专题听取各部门招商引资

工作开展情况，确保靶向招商责任落实

落细。

强化能力提升，突出专业靶向。为

全面提高招商人员素质，提升招商技能、

把握招商规律，交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先

后与商务部培训中心、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合作开展线上线下招商引资专

题培训，并赴西安、成都、合肥、乌鲁木

齐、呼和浩特、厦门等地全员轮训。通过

外出培训、现场教学、实地调研、课件分

享、模拟演练、实战走访等形式，有效解

决了招商人员不会招、不敢招、不能招的

问题，招商项目签约数量明显增加，招商

质量显著提高。

强化学用结合，突出实战靶向。交

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定期组织招商业务知

识汇报招商成果交流会，让全体人员亲

身体验招商全过程，充分掌握招商业务

知识，扎实招商基本功。

强化互动交流，突出对接靶向。围绕

准目标企业，交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招

商小分队分赴陕西、山东、河北、浙江以及

运城、晋城等省内先进地区开展实地对接

活动，深入企业了解项目访求和生产工

艺，通过几轮线上线下跟踪对接和深入的

商务谈判，进一步促成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 王洋） 近日，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人社局等单位举行 2024 年“春风行动”启动仪式

暨专场招聘会，为岚县有就业需求的广大城乡劳动者

及广大退役军人和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工单位搭建供

需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共集中推出包括家政服务、

财务、管理、会计、焊工、机台操作员，保姆等 174 个工

种，2679个就业岗位。

招聘会上，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门搭建了退役

军人展台，工作人员热情、耐心地向他们讲解了各种福

利待遇和优惠政策。借此机会，该局还向退役军人发

放《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相关书籍和岚县关于

退役军人优待目录，加大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并向广

大退役军人详细讲解创业扶持、税收优惠、学历提升等

方面的相关政策。

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探索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新模式和新路径，整合社会各类资源，开展

各类技能培训，增强退役军人的就业能力，保障退役军人

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本报讯（记者 罗丽）日前，市发改委联合市市场监

管局、市商务局等多家单位及部分银行机构，在市区世

纪广场开展了诚信宣传活动，引导企业树立“守信处处

受益、失信寸步难行”的诚信守法经营理念，号召市民

关爱自身信用记录，培养良好信用行为，增强信用意识

和信用水平，进一步推动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康

发展。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标语、设立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单、现场宣讲等多种形式，向企业及市民解

读《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讲解信用修复政策，普及守信

激励、失信惩戒的相关政策知识，现场解答关于联合奖

惩、信用修复、消费者维权知识等问题，引导企业诚信、守

法经营，增强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广大群众纷纷表示

要从自身做起，言行合一，做一个诚信的居民。

市发改委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手段，创

新宣传方式，引导更多人学信用懂诚信、主动关心信用

记录，努力营造“信用有价值、守信有力量”的社会氛

围，打响诚信吕梁的“信用名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24年全国两会上，大力发展农业的新质

生产力成为热词。当下，气温回升，正是一年中

春耕备耕的好时节，新质生产力的春风已吹到

了田间地头。数字技术和传统农业的深度融合

走到了哪一步？效益好不好？在中阳县阳坡塔

农业开发中心，记者看到了数字技术与农业融

合带来的可喜成果，实现了从会种田到“慧种

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阳县阳坡塔农业开发中心很早就引进

无土栽培技术，该项技术的成功实验让这里

39 个大棚的蔬菜的产量实现了翻番。近日，

记者在阳坡塔农业开发中心见到了该中心负

责人刘辉辉，他说：“无土栽培技术已经不新奇

了，我们引进了新的技术，带你看看我们新引

进的智能荷兰版温室棚！”

“过去种地是按季节收获，我们现在完全

实现了 365 天，天天种植，天天有收获。”正如

张辉辉所言，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对于农户

来说，增产量靠化肥、治病虫靠农药。甚至有

这样的说法“种粮一年不如打工一个月”。但

是，如今在阳坡塔的荷兰型智能温室内，种菜

不需要土，不需要化肥和农药。刘辉辉说，所

谓的荷兰智能温室，就是在简易温室大棚的控

制管理上应用高新技术，将其打造成高度自动

化，适合规模化种植的一体式温室。目前国内

也有类似的温室大棚智慧系统，在浙江、山东

寿光等地应用。

2023 年下半年，中阳县阳坡塔农业开发

中心率先引进此项技术，搭建起了目前山西范

围内第一个封闭的全气候智能温室，通过精准

调控光照、温度、湿度、水肥等条件，实现农作

物的全季节、工厂化生产。

记者跟随刘辉辉走进温室内，经过门口分

离式的消毒和洗手等程序，穿着鞋套进入智能

温室内种植车间参观。在种植大棚，给记者的

第一感觉就是科技感十足，其次就是整个温室

棚内干净、整洁、宽敞、明亮。只见四面玻璃的

智能温室内，一排排数控化可升降栽培床整齐

排列，悬空在离地约 1 米高的位置，满床的蔬

菜长势茂盛。

项目负责人丰海波介绍：“对于农作物生长

来说，光照、温度、水、气体和肥料都缺一不可，阳

坡塔的荷兰型智能温室的特点就是能让这五要

素都可控，让作物在特别稳定的情况下生长。”

嫩绿茂密的生菜，升降式的草莓、黄瓜等

蔬菜水果整齐地排列在栽培床上。从田间地

头走进厂房车间，离开土壤的蔬菜到底怎样生

长？丰海波介绍道：“蔬菜水果从定植到成熟

采摘，全部栽种在有机椰棉基质里，不接触土

壤，也不用任何的肥料、杀虫剂，一直在营养液

中生长，除了采摘时需要人工介入，其余全部

实现了自动化。”

走进番茄种植区，一排排高六七米的番茄

藤蔓组成了巨大的绿色屏风，一串串红、绿番茄

饱满诱人。每棵植株根部都连接着黑色的细管

子，据介绍，黑色的管子就是用来向作物精准输

送所需的水分和养料。记者发现，在每两排番

茄作物之间都预留了滑行轨道，此时两名工作

人员正站在升降机上，对番茄植被进行打顶。

“我们引进的番茄品种叫福斯特樱桃番

茄，主要的特性就是能无限生长，所以这部分

还是需要人工介入。”丰海波边走边说，“这个

品种平均单果重 10 克以上，每平方米产量达

到 40公斤，至少是传统温室的 3-4倍。”除了看

产量，对于消费者来说更看重的是绿色安全。

从智能一体式温室棚生长出来的农产品

能放心食用吗？

面对记者的疑惑，一旁陪同的项目经理李

伟二话不说，顺手摘了一颗番茄放进嘴里吃起

来，“你瞧，我们这里的水果蔬菜都免洗，可以

直接吃。”李伟用坚定的语气说，“之所以能免

洗，最大秘诀是因为我们浇灌用的水都是经过

处理的 RO水，比咱们喝的纯净水还要纯，作物

生长环境都是全封闭无菌管理，不用任何农

药，生产的蔬菜水果都是有机无公害绿色食

品。”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据了解，该温室大棚还配

备了智能化的环境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和

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可以实时监测大棚内的温

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参数让大棚内的蔬菜水

果实现了 24 小时全天候护理。整个温室棚，

依靠无土栽培技术、高秧吊蔓栽培技术、水肥

自动控制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实现了全面

自动化生产。

“目前为止，这样体量的智能温室棚可以

算是山西省最先引进的，从定植到采收，全部

实现自动化流水作业。”项目经理李伟介绍说，

“比如我们的水培蔬菜，45 天就能收获一茬。

按照一千平方米的面积计算，大概能实现 3到

4 吨的产量。”他补充道，“我们的目标必须达

到 365天，天天种植，天天收获。”

“智慧农业前景可观，但要对传统农业进

行数字化改造还需要政府和企业合作。”刘辉

辉说，“阳坡塔智能一体式温室棚从去年腊月

才开始正式定植，目前还处于一个实验阶段，

但希望未来能为我市农业种植发展提供一个

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应用模式。”

智能一体式温室让科技“慧种田”

岚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提供2679个就业岗位
供广大退役军人选择

市发改委开展诚信宣传活动

交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靶向发力 跑出招商引资“加速度”

春季气温回升，气候

干燥，是森林火灾的多发

季节，森林防灭火形势十

分严峻。森林防灭火“十

个严禁”“十个必须”“三

先四不打”请记牢！

十个严禁

一、严禁不懂打火的

人指挥打火，未经专业培

训、缺乏实战经验的指挥员

不得直接指挥扑火行动。

二、严禁地方部门领

导或乡镇领导在现场指

挥部成立后担任总指挥

（不包括火情早期处理）。

三、严禁行政指挥代

替专业指挥。

四、严禁多头指挥、

各行其是、各自为战。

五、严禁现场指挥部

和指挥员未经火场勘察、

态势研判和安全风险评

估直接部署力量、展开扑

火行动。

六、严禁在火势迅猛的

火头正前方和从山上向山

下，以及梯形可燃物分布明

显地域直接部署力量。

七、严禁指挥队伍从

植 被 垂 直 分 布 、易 燃 性

强、郁闭度大的地段接近

火场。

八、严禁指挥队伍盲

目进入陡坡、山脊线、草

塘沟、单口山谷、山岩凸

起地形、鞍部、山体滑坡

和滚石较多地域等危险

地形，以及易燃灌木丛、

草甸、针叶幼树林、高山

竹林等危险可燃物分布

集中区贸然直接扑火。

九、严禁在未预设安

全区域和安全撤离路线

情况下组织队伍扑火。

十、严禁组织队伍在

草塘沟、悬崖陡坡下方、

可能二次燃烧的火烧迹

地、火场附近的密林等区

域休整宿营。

森林防灭火“十
个必须”

一、扑救森林火灾不

得动员残疾人员、孕妇和

儿童。

二、扑火队员必须接

受扑火安全培训。

三、扑火队员必须遵

守火场纪律，服从统一指

挥 和 调 度 ，严 禁 单 独 行

动。

四、时刻保持畅通的

通讯联系。

五、扑火队员需配备

必要的装备，如头盔、防

火服、防火手套、防火靴

和扑火机具。

六、密切注意观察火

场天气变化，尤其要注意

午后扑火伤亡事故高发

时段的天气情况。

七、注意密切观察火

场可燃物种类及易燃程

度，避免进入易燃区。

八、注意火场地形条

件。扑火队员不可进入

三面环山、鞍状山谷、狭

窄草沟塘、窄谷、向阳山

坡等地段直接扑打火头。

九、扑救森林火灾时

应事先选择好避火安全

区 和 撤 退 路 线 ，以 防 不

测。一旦陷入危险环境，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

设法进行自救。

十、扑火队员体力消

耗大，要适时调整，保持

旺盛的体力。

森林防火“三先
四不打”

三先：

一、火情不明先侦查；

二、气象不利先等待；

三、地形不利先规避。

四不打：

一、未经训练的非专

业人员不打火；

二、高温大风等不利

气象条件不打火；

三、可视度差的夜间

等不利时段不打火；

四、悬崖陡坡深沟窄

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

据“中国森林草原防火”

谨记！森林防火“十个严禁”
“十个必须”“三先四不打”

图为工作人员在观察番茄长势。 康桂芳 摄

图为招聘会现场图为招聘会现场。。王洋王洋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高茜）
4 月 8 日，全市 2024 年度档

案工作会议暨现场观摩会

召开。会议总结 2023 年档

案工作提升年活动成果，安

排部署 2024 年工作。市委

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田

安平出席并讲话。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刘勇飞参加。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分

批观摩市审计局、市医保局、

市发改委标准机关档案室建

设，赴市中级人民法院观摩

智慧档案室。会上，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审计局、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中阳县相关

负责人进行了典型发言。

田安平指出，档案工作

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可或

缺的一项基础性、支撑性工

作。各县（市、区）、市直单

位、各级档案部门要坚持政

治建档，切实增强为党管档

的政治自觉，在服务政治大

局中，尽到政治责任，找准切

入点和着力点，推动档案工

作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有机

融合、同频共振；要拧紧责任

链条，切实担当为党管档的

政治责任，完善体制机制，强

化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

筑牢安全防线，严格督导考

核，加强队伍建设；要勇于争

先进位，奋力开创档案事业

现代化新局面，为我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

档案智慧、档案价值和档案

力量。

吕梁市2024年度档案工作会议
暨现场观摩会召开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陈炜伟 李昌瑞） 记者 8日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国务院近日印发《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

案（2024—2030 年）》，全面

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行动，全方位夯实国

家粮食安全根基。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30
年实现新增粮食产能千亿

斤以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进一步增强。行动方

案明确了“巩固提升口粮、

主攻玉米大豆、兼顾薯类杂

粮”的分品种增产思路，提

出巩固提升优势产区，挖掘

其他地区潜力，调整优化粮

食生产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将聚

焦 720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

县，指导地方加快实施农业

节水供水、高标准农田建设、

种业振兴、粮食单产提升、农

业机械化提升、农业防灾减

灾等支撑性重大工程。

我国全面实施新一轮千亿斤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