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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确实是第一生产力。”在庄稼地里

摸爬滚打了四十余年的“能人”郑奴全听了

专家的讲座，满脸的不可置信，从来不愿服

输的农村汉子心悦诚服地承认“专家比咱厉

害！”

3月 22日，来自山西农业大学的专家安

小宁在岚县河口镇岔上村培训反季节蔬菜

棚栽技术，一场讲座让村民老郑大开眼界，

他听罢讲座，才知道种植蔬菜门头很多，里

面学问很深。

同一时间，石楼县龙交乡王家沟村的王

平则在听了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研

究员史关燕讲授的谷子病害防治技术讲解

后，大彻大悟道：“原来好多的天灾其实都是

人祸！缺乏科学管理才是农业歉收的主因。”

而王平则他们的获得感，皆来源于 2023
年 8月 17日，吕梁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山西农

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班子联建、党员联

培、实事联办、发展联促、资源联享的“五联

共建”协议的签署和实施。

在前期充分调研每一个村的技术需求、

鼓励乡村出题、邀请专家解答等基础上，3月

21日，市科协与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

所，组织各县（市）、乡科协干部、农业技术专

家等，在方山县举办了科创中国·科技助力

乡村旅游“百村示范”建设暨“科普助春耕”

活动，现场开展专家与需求对接，会议次日，

规模宏大的百村百场培训全面展开。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3 日，正值春耕

备耕关键节点，仅 13天时间，市科协组织 30
名科研技术人员分赴我市 100 个乡村旅游

重点村，开展了 100 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给我市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一场科技的饕餮

盛宴，掀开了经作所走进三农、服务地方的

开年第一篇章。

作物、果树、蔬菜、电商、手工制作、农家

乐……农村对科普的需求门类丰富。为协调

好专家、产业、时间、地点等因素，在培训筹备

期间，经作所副所长李建每天通话联络 30余

次，保证了培训内容的准确性和培训效果。

“太好了，有了专家的指导，我们种植的

杏肯定能丰收。”兴县蔡家崖村李大爷在参

加完杏树技术培训与实地技能指导后激动

地说。在蔡家崖村，山西农业大学果树所聂

国伟研究员在室内讲解了杏树的管理技术

后，来到杏林实地指导农民修剪，从修剪的

理论依据到具体技术操作，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深入浅出地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就杏树品

种特点、产业发展趋势、反季节栽培等进行

了分析，引导农民引进新品种，做到人无我

有、人有我优，时刻占领产业制高点。

临县曲峪镇开阳村属于偏远山区，没有

支柱产业，主要以生产小麦、玉米等传统农

业为主，由于土壤瘠薄，产量低，农民收入仅

够维持温饱，李建副所长给当地枣树种植户

详细讲解了枣树嫁接酸枣技术、修剪方法、

病虫害防控和酸枣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做了

嫁接和修剪方法示范，给当地的枣农提供了

产业和增收新思路。

“内容丰富，专业面广是本次活动最大

的亮点。”科研人员紧紧围绕全市 100 个乡

村旅游重点村建设需求，针对当地不同农业

特色，进行分层次技术指导。比如：在汾阳、

孝义、文水、交城、交口等平原地区主要开展

核桃修剪，玉米、高粱、蔬菜种植技术及病虫

害防治；在兴县及临县开展谷子栽培、枣树

嫁接技术、中药材、小杂粮、禽畜及水产养

殖；在岚县开展反季节蔬菜和果树栽培技

术；在方山县则开展农家乐运营管理及肉牛

养殖技术。另外，在“科普助春耕”的同时，

将手工制作、文创电商及乡村旅游运营等方

面的培训内容贯穿其中，通过对乡村人员专

业知识的培训，加强了对当地乡村旅游资源

的宣传和开发，也响应了助力吕梁乡村旅游

“百村示范”建设号召。

这场百场技术培训，密集地将科普知识

传送给农民，同时将大量农业需求信息反馈

至科研工作者。“这么密集的培训多少年来还

是第一次，既检验了我们的专业知识储备，又

发现了许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向农

民朋友学习了不少经验。”经作所经济林研究

室主任史根生感慨道，这次培训活动是政、

研、学、用结合的一次完美尝试，大家合力将

技术技能从科研单位传送到田间地头，必将

对吕梁各县区筹划春耕活动，提升农业科技

含量，优化种植管理产生重要的意义。

“品种是关键，技术要跟上。这下我可

是开窍了。”汾阳市田村的李利民听完山西

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史根生老师的讲

座，立即要了史老师的微信方便以后咨询。

曾经，看着别人的核桃老比自己的卖价

高，老李既懊恼又无奈。“听课之后，我老李

也有了深厚的技术‘靠山’。”老李神气又自

信，“我的核桃产量再也不会比别人低。”

执科技之笔 绘崭新画卷
——市科学协会与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作物研究所“五联共建”赋能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今年以来，我市公安机关聚焦严重侵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破坏经济秩序、损害营商环境、危害经济

安全的突出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加大打击力度，全力

守护社会大局持续平稳和经济形势稳定向好。

图为 5月 15日，市公安局联合法院、检察院等相

关单位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 刘少伟 摄

横泉水库位于吕梁市方山县境内的北川河上，控制流域面积 800 多平方公里，总库容 8123 万立方米，是一座以城市生活及工业

供水、农业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发电、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多年调节型水利枢纽。横泉水库工程包括水库枢纽工程、灌溉区工程和供

水工程三个部分，共占地 8765亩。 肖继旺 摄

每年的 5 月 20 日都是新人

结婚登记高峰日，今年的 5 月 20
日恰逢“小满”节气，万物始茂，

爱 情 饱 满 ，双 倍 浪 漫 小 满 胜 万

全。为满足广大新人“520”结婚

登记需求，交城县行政审批服务

中心多措并举为新人护航做好

“520”结婚登记工作。

一大早，记者在交城县行政

审批服务中心大厅门口看到，前

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情侣们已排

起了长龙，一对对情侣都盼着借

助“520”这个有特别寓意的日子

前来领证，见证他们各自人生中

的幸福时刻。期间，县民政局工

作人员还为新人们发放了《婚俗

改革倡议书》。

“在这寓意美好的‘520’，我

们将开启幸福的婚姻生活，作为

新一代年轻人，我们要做倡导婚

事新办简办的主力军，‘轻装上

阵’走上幸福生活的新起点。”解

广如和女朋友闫慧青一致认为，

选择婚事新办简办既是为双方

家 庭 减 负 ，也 是 让 幸 福 回 归 纯

粹。

“在‘520’这一天领证，我们

感到非常的幸福，这个日子也非

常有纪念意义。在领证现场，我

们还看到了公交婚车，非常的有

仪式感。”郭晖与男朋友高坤对

于婚事新办简办的新风尚也充

满了期待。

婚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盛

典 ，婚 车 则 是 婚 礼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仪 式 工 具 。“ 轻 量 化 婚 礼 ”成

为现在年轻人的首选，“公交婚

车”便成为了当下“低碳”又“炫

酷 ”的“ 豪 华 婚 车 ”。 交 城 县 民

政局联合交通局在寓意美好的

“520”，用“公交婚车”提倡新人打破陈规陋俗，迎

合了当下年轻人的个性需求，也引领了低碳环保

出行的新时尚，在婚姻登记现场，装饰浪漫的“公

交婚车”更是赢得新人们的喜爱，大家纷纷打卡

拍照。

“ 交 城 县 民 政 局 联 合 交 通 局 在 寓 意 美 好 的

‘520’来临之际，提倡大家选择公交车作为浪漫婚

车，（同时）倡导大家摒弃陈规陋俗，办简约文明婚

礼，引领时尚、绿色、节约婚礼新风尚，推动全社会

形成健康良好的新型婚俗观。”交城县民政局婚姻

登记员胡丹表示。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 讯 员 李珍

信义镇位于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下

辖 27 个行政村、80 个自然村，共有 5807
户、15854 人，耕地面积将近 5300km2，素

有“米粮川”美称。

一、信义镇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一）重视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

吕梁市信义镇在实施乡村振兴时坚持

高起点建设、高标准规划，先后聘请山西省城

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合城规划建筑设

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总

体规划》和《吕梁市离石区信义镇美丽乡村发

展总体规划》，进行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同

时，信义镇党委和镇政府广泛征求相关专家

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以“山美、水美、环境

美、吃美、住美、生活美”为乡村振兴的理念，

提出“农业安镇、生态立镇、旅游兴镇、工业富

镇、开放强镇”的发展战略，按照“一年起步，

三年见效、五年成型”的总体思路，将“康养农

谷”作为信义镇特色小镇建设的品牌。

（二）改善基础设施，整治乡村环境

信义镇先后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并在小神头、永红、归化等村进行生活

污水管网的铺设；推行了“网格化保洁”，

为各村配备清扫员；组织召开村动员大

会，将管理制度在全镇各中小学进行宣

传；对小神头、永红等原有通村道路进行

了改造，投资 1.98 亿拓展改造米五线公

路，并按照晋西北建筑风貌统一色调进行

农村危房改造，彰显了美丽乡村和特色小

镇的建筑文化。

（三）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品牌

在设施农业方面，以特色种植产业为

基础，围绕设施蔬菜产业、核桃林产业及

农产品加工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同时发

展养殖产业，实现规模化养殖与特色养殖

相结合，形成产业发展新面貌。信义镇在

发展特色产业的过程中，坚持各村差异化

发展，发挥各村的资源和地域优势，形成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如严村的无公害蔬

菜种植业、永红村的食用菌种植业、新山

湾村的肉牛养殖业等。

（四）保护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信义镇党委、政府编写了信义乡村旅

游之歌“信义美”，拍摄了信义宣传片“欢

迎你到信义来”，大力宣传信义文化及信

义特色；先后举办“大美信义、醉美乡村”

旅游文化节，“走进信义、相约永红”采摘

活动，美丽乡村摄影节活动；依托“一村一

品”全面推广王村民间手工文化游、严村

亲子体验游、归化红色文化游、永红休闲

采摘游、千年水库漂流和小神头夜生活

游；打造大型农耕民俗文化实景剧《沟梁

上的土疙瘩》，等等。

（五）创新体制机制，引进社会资本

信义镇政府做出了“你投资我铺路，

你经营我服务，你困难我帮助，你赚钱我

保护”的承诺，先后引进 20余家企业和社

会人士投资建设康养休养项目、军事体验

基地、游泳馆、滑雪场、水上漂流、玉林山

乡村旅游。目前已累计引进项目建设资

金 5亿元，有效破解了资金不足之困境。

二、信义镇乡村振兴实践对山西省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一）因地制宜选择乡村振兴模式

山西省各地在进行乡村振兴时，有条

件的地方打造田园综合体，但更重要的是

要对本镇、本村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文

化传统等要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并聘请有

关专家、学者、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专业

化的分析与设计，形成科学合理的战略性

规划，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乡村的发展方

向，因地制宜地进行差别化的模式选择，

为乡村振兴提供战略性指导。

（二）以整治乡村环境为中心，推动乡

村绿水青山建设

出台环境治理实施方案，召开村民大

会，传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治理

理念，动员村民“自扫门前雪”并形成保护

乡村人居环境的意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效仿信义经验，实行门前三包责任

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配备保洁员，出台

具体的奖惩措施，保证无乱堆乱放现象；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加快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污

水管网的铺设、景区公共卫生间的建设、

垃圾桶及垃圾中转站的建设；进行乡村山

水林田的改造与绿化。

（三）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与资源，推动

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在村干部的带动下，必要时引进专业

团队寻找村里的老人进行专访，挖掘本村

的历史，经过专业团队的整理形成档案、

故事等成型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本村传统

文化进行提炼整合，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

文化名片；效仿信义镇将当地文化、农耕

文明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演艺，打造经久

不衰的文化演艺节目；保留本村古建筑并

在此基础上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建筑风

格；将当地的饮食与农副产品、手工艺品

结合开发具有创意的旅游产品。

（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合力推

动乡村振兴

山西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村干部要

树立以人为本、协同治理的理念，积极主

动吸纳多元主体进行乡村治理；动员村民

参与乡村治理，无论是在环境整治还是农

村房屋改造等各个方面都应保证村民的

知情权和决策权，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

上进行乡村振兴；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的原则，大力引进工商企业、乡村能人

等社会资本进行乡村的改造、融资、产业

的发展及运营；通过有效的机制体制实现

政府与社会、居民的良性互动，合力推动

乡村振兴。

（作者：冯霞 《吕梁学院学报》2019
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小娟）

山西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探索（摘要）

——以吕梁市信义镇为例

图为傍晚时分的横泉水库景色图为傍晚时分的横泉水库景色。。

本报讯 （记者 李亚芝）
5月 20日，市政协召开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推进会。市

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阳

平出席并讲话。

会上，表彰了 2023年度社

情民意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优秀稿件主创人；为特邀信

息调研员颁发了聘任证书；就

2023 年度全市政协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进行总结回顾并

安排部署 2024年工作；民盟吕

梁市委会、孝义市政协、文水县

政协、汾阳市政协、张焕文委员

分别作交流发言。

王阳平表示，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是人民政协重要的经

常性、基础性工作，是履行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职能的重要方式，是社会舆情

汇集和分析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肯定成绩，把信息工

作提上重要的位置，不断完善

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委员主体

作用，发扬甘当绿叶的精神；

要正视问题，增强做好信息工

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抓住

关键，进一步提升信息工作质

效，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加强

组织领导，狠抓质量提升，强

化制度落实，建强信息队伍，

形成攻坚合力，进一步推动全

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高

质量发展。

会后，还开展了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工作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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