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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随着气温变暖，沉寂的土地渐渐松动，在

田间地头处处能看到村民们忙碌的身影，为新

的一年增收致富打下新希望。

中阳县有“木耳之乡”美誉，经过 5 年发

展，木耳种植从无到有，助农增收能力从弱到

强，产业链条从短到长，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每年 3
月-4月是木耳种植的好时节。

连日来，弓阳村木耳种植大户王建军和工

人们正忙着翻耕除草、平整土地等工作，为大

面积的木耳地栽种植做前期准备工作。4 月

18日，记者在木耳种植基地里看到，工人们拿

着镢头除草，平整土地，紧随其后的是农机手

发动了拖拉机，一旁的工作人员拿着配套的喷

杆式喷雾机给土壤进行消毒处理，以此来抑制

病虫害的发生，确保提高木耳品质和产量。

王建军种植的木耳是地栽木耳，区别于棚

内木耳种植。地栽木耳直接将袋料露天放置在

田间地头进行黑木耳栽培，其经济效益和营养

价值远高于大棚内黑木耳。“地栽黑木耳大幅缩

短了生产周期，而且回归自然的栽培方式使产

品实现了天然无公害，既提高了生物转化率，又

提高了产品商品性，更利于规模化、机械化、标

准化生产，发展前景广阔。”王建军说。

懂技术、善管理，是产业长足发展的必备条

件。王建军是中阳县暖泉镇弓阳新村的黑木耳

种植大户，自 2019年回村决定在露天地里“种”

木耳，王建军只要有时间就四处学习取经。如

今，他已经掌握了这项新技术。他种植木耳面

积从原来的 7亩增加到了现在的 30亩，种植的

菌棒数量也增加到了 25万棒，带动本村的劳动

力也越来越多，光木耳采摘一天的用工人数就

达 60多人。

相比过去打工的零散收入，每年十多万元

的木耳收入也让他更加坚定种植木耳的信心。

王建军说，种植地栽木耳是个技术活更是细活，

从养菌、接种，到田间管理、采摘，环环都有讲

究。种植木耳是在与“老天”合作的营生，需要

看“老天爷”的脸面吃饭。

2022年因为水灾，种植木耳的耳农们受灾

风险大，像王建军在内的不少种植户遭了水

灾。“地栽木耳在地势低的地方基本没有收成，

好在有保险理赔 11万多元。”为了保障耳农的

收益，中阳县联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阳县支公司推出“木耳险”，政府补贴

80%保费。去年，中阳县下发文件，出台《中阳

县 黑 木 耳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年）》，提出建设“高科研、大基地、

优品质、深加工、活流通、响品牌”的发展格

局。有木耳专项补贴，有木耳保险，有县委县

政府坐镇，让他在种植木耳道路上没有后顾之

忧。

“前年赔进去的钱，去年挣的都补起来了！”

王建军虽然看起来身体削瘦，皮肤被太阳晒得

黝黑，但精气神却很足。踏着中阳县种植木耳

的大潮，他是第一批通过木耳种植改变生活的

农民。如今，他随着种植木耳的面积越来越大，

对木耳也多了一份特殊的感情。从土地中走

出，到回归土地，变的是种植的作物，不变的是

对土地投入的勤劳和汗水，还有更多的智慧。

走进大棚内，被棉被覆盖的一堆堆的小菌

棒在适宜的温度下已经悄悄发芽，王建军信心十

足地说：“等把土地平整好了，土壤也消毒后，就

万事俱备了。现在就等一场雨，到时候眼前的这

块土地上种满了菌棒，十分壮观！”

王建军：迎着新希望 种下“致富耳”

□ 本报记者 康桂芳

在离石区滨河街道办钢铁厂西

区，70 岁的原铁厂党委书记、厂长高

智君提着两个热水壶来到院子准备招

待一群到访已久的“客人”。

“这大热天的，师傅们辛苦了，来

我给大伙泡点茶。”高智君边倒水边吆

喝着。

钢铁厂西区已建成 40多年，地处

新建市场巷内，巷子窄，车流大、人口

杂。

谈起以前的生活，高智君和一旁

的住户们眉头紧皱，掰着手指头一一

吐槽：房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路面

坑坑洼洼、污水横流；各种线路犹如蜘

蛛网一样挂在墙上；更令人窒息的是，

地下水管早已破损，下水无处可通都

渗到地面和地下室了，臭气熏天……

“不仅不敢开窗透气，甚至还不敢

邀请亲朋好友来家做客，实在太没面

子了……”住户张建中说。

在钢铁厂西区改造现场，施工人

员正在如火如荼地对雨污分流地下工

程进行实施改造。物业经理赵海平

说，小区以前脏乱差，地面凹凸不平，

一遇雨雪天院子泥泞不堪，现在大家

都对改造后的新小区满怀期待。

对于“老旧改”，这里的居民可谓

日思夜想。去年，这里被纳入老旧小

区改造名单，居民一片欢呼。

旧改动，拆先行。然而，这里的私

搭乱建，就像长在小区“身上”的“顽疾”，成了工作开展的“拦

路虎”。

为了赢得居民的理解和支持，滨河街道办永宁社区书记

薛艳宁和社区网格员多次敲门入户，把“小区改造的利好”掰

碎了、捏细了讲。同时充分发挥老党员带头作用，以点带面发

动群众积极参与其中。

“这一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首先要解决百姓的‘急

难愁盼’问题，哪里不行改哪里、缺什么补什么。”薛艳宁说，通

过政府引导，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到小区改造项目中来，不少居

民主动监督工程质量，帮助协调解决纠纷矛盾。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在居民的带动下，市住建局坚持尊重

居民的意愿、顺应居民期盼，请居民参与、让居民评判、由居民

共建共享，充分激发大家“主人翁”意识。

一系列“走心”举措，打开了居民的心结。短短数日，就有

75户同意拆除临建小房 1200多平的私搭乱建。4月 10日，钢

铁厂西区开始进行拆除，三天后，院子顿时明朗不少。

“钢铁厂西区五栋楼，涉及 90户 400余人。其中拆除涉及

40户 1000平方米左右，还有菜窖 1500多个立方，需要改造路

面 3500平方米左右，实施强弱电入地管线预埋 800米，铺设雨

水 220米，雨水主井 9座，水表井 12个，消防井 1个……改造任

务艰巨。”施工现场负责人问军军介绍。

当下，困扰居民多年的屋顶漏水、道路破损、自来水、暖气

管陈旧破损严重，下水管漏水等问题将彻底解决。道路硬化、

雨污管网、外墙改造等正扎实推进中。

“我们坚持改造与管理并重，改造完成后，将通过专业物

业服务、街道社区指导下的小区居民自我管理等方式，维护改

造成果。”吕梁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滨河街道）二期项目负责

人师军军表示，将坚持做好后期管理工作，持续提升居民生活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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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凯治 李宇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强农业、

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必由之路。做好村级集体经济这

块“大蛋糕”，交口县双池镇店则沟村“精

准施策、量体裁衣、靶向发力”，探索土地

承包制新模式，盘活土地资源，整合连片

集中田，鼓励农户承包土地，壮大村集体

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走进交口县双池镇店则沟村田间地

头，尽是一片现代化农业基地，田与田相

接，地与地相连，沟渠纵横，放眼望去几

百亩平整肥沃的土地延伸到远方，播种

机来回穿梭，从地面上卷起的尘土夹杂

着轰隆隆的机械作业声，成为田野里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们总共 7户，承包了村里 1200多

亩地，平时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工作，种

地增加点收入。我们村是租一亩 260

元，一下租了 4 年，一年就是交的 30 多

万，主要种的玉米。”种植大户任志强说。

据了解，店则沟村土地均为矿山回填

复垦地，为使采矿区地质环境得到有效治

理，村委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稳

定土地承包关系，积极探索实施土地半托

管服务模式，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

源 2000多亩，实行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科

学化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降低了生

产成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良性发展。

“我们以农业生产托管模式为老百

姓进行耕、种、防、收农业服务，耕种每亩

比市场价少 10元。像我身后这片土地，

有 1200 亩，我们 3 台机械，有 10 天时间

就可以完成耕种，可以为老百姓节省

12000元左右的开支。不仅降低了老百

姓的耕种成本，而且提高了老百姓的耕

种效率，增加了老百姓的耕作积极性。”

交口县汇农萃农业托管服务公司郑林秋

指着身后的土地对记者算了一笔账。

“从 2022年开始，通过党建引领，广

泛动员组织一些有能力、有实力的村民

大力发展种植业，首批流转出的 2500亩

耕地用于玉米种植。过程中充分发挥了

我们土地集中连片，便于机械化耕种的

优势，最终实现了高产、高效、高收益。

并在老百姓增收的同时，实现了村集体

收入突破 70 万元大关的喜人成果。当

前，村民的种植热情日益高涨。”该村党

支部书记李宁说。

店则沟村把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激

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一项重要任务来

抓，充分发掘自身优势，因村制宜、拓宽

思路、创新举措、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形

成承包和以土地资源入股双轨并行模

式，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集约化、机械

化、规模化、科学化种田，不断增强村集

体经济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将结合实际，多措并举，深入探

索‘支部+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村民’的

股份制合作模式,不断激发村集体经济内

生动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李宁说。

交口县店则沟村

土地托管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

据山西日报新媒体

吕梁新区体育场项目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今年市委、市政府统筹推进的“二十件大事要事”之一。为

确保六月底如期完工，新区建管中心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开足马力抓紧施工，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吕梁新区体育场可容纳观

众超过 2万人，项目建成后将填补我市标准体育场所的空白，形成一个集体育赛事、全民健身、文艺表演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

合性、服务型、多功能场地。它不仅能够承接地区级乃至国家级的单项体育赛事，而且将极大地丰富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提

升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

图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的吕梁新区体育场项目一角。 记者 刘亮亮 摄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各地促消费

活动火热举行，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从延吉

水上市场到上海松江露营地，从“老字号”到

“新网红”，从“线下”到“线上”，餐饮业正以多

元个性的风貌，展现出蓬勃生机。

餐饮业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我国

餐饮业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10%以上，呈现出多业态联动效应增强、县域

餐饮消费空间扩大、线上线下融合程度加深

等新的发展趋势，不断释放出新动能。数据

显示，2023年我国餐饮业明显复苏，全国餐饮

业收入 5.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4%，较疫情

前的 2019年增长 13.2%。

不过，在我国餐饮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面

临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餐饮市

场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创新不足，数字技术和

智能设备利用率有待改善，消费者的消费观

念和消费习惯需要转变等。商务部等 9 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稳定和扩大餐饮消

费，支持餐饮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消费

在国内大循环中的主体作用。接下来，应对

症施策，协同发力，打出“组合拳”。

强化市场监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和

行业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应继续完善法律法

规，明确经营标准，加大执法力度。日常监督

与检验机制要覆盖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全过

程。加强对价格行为的监察，严厉打击价格

操纵和欺诈，推广明码实价，增强市场透明

度。企业应严守规范，提升自律性，增强内部

对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的检验把关。在此基

础上，还应积极利用餐饮发展新机遇，结合自

身地域特色、不同消费人群特点等，发展主题

餐饮，设置消费场景，实现场景赋能市场。

加强创新，合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企业需

更加重视创新的作用，加大菜品与服务创新投

入，更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相

关部门应出台激励政策，架设学界、业界合作

桥梁，孵化创新人才，鼓励技术和服务创新。

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深入挖

掘传统烹饪技艺和餐饮文化，培育“名菜”“名

小吃”“名厨”“名店”，打造地方特色餐饮品牌。

推动数字化转型，让科技更大力度支持

餐饮业。发展“数字+餐饮”，鼓励餐饮领域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及智能设备研

发与应用。推进餐饮数字化赋能，培育一批

餐饮数字化示范企业、示范街区和数字化服

务提供商。引导餐饮领域平台企业为中小微

商户提供技术培训、流量支持等，营造平台与

商户共生发展的良性生态。比如，企业可利

用大数据，积极探索智慧餐厅的模式；利用物

联网技术监控库存，减少食材浪费，降低存储

成本；采用 AI 技术辅助厨房管理，优化后厨

工作效率；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精准营销，匹配

个性化消费需求。

促进低碳环保发展，推动绿色消费。加

强餐饮油烟、噪声排放控制，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对餐饮门店节能治污改造给予支持。推动

厨余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持续减少

餐饮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包装物使用。建

立健全绿色餐饮标准体系，鼓励地方和行业

协会依法依规培育创建绿色餐饮企业、绿色

餐厅。推广健康烹饪模式与营养均衡配餐，

传播营养健康理念。 据《经济日报》

餐饮业回暖正是升级时

论坛经济

□ 本报记者 王 洋
通 讯 员 李海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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