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高茜） 今年是省

委、省政府培育打造特色专业镇的关

键一年，柳林县石西乡紧抓机遇，持续

壮大产业规模，积极打造农产品区域

公共特色品牌，全面提升石西西瓜核

心竞争力，全力助推西瓜种植特色专

业镇建设高质量发展。

做好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专业镇基

础设施建设。通过打造高标准产业示

范园区，逐步完善种植区周边交通、水

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一批

以西瓜种植、深加工为特色的“龙头”企

业；通过延长产业链的方式提高产品的

附加值。统筹规划好特色专业镇发展

与生态宜居村庄建设，不断推进特色专

业镇产业发展与旅游、文化、医疗、养老

等融合发展新模式。

注重政策扶持，充分发挥政策的

激励作用。充分了解各项惠民助企政

策，大力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

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

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创办为企业，鼓

励龙头企业牵头建立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

场+小农户”的主体矩阵。同时，加强

创业投资等金融服务，多渠道解决企

业融资难题。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

引新人才、新技术为特色产业镇发展

赋能，促进互联网、直播带货等新技术

要素渗入生产、加工和销售等各个环

节，让科技与特色产业镇产业发展深

度融合。

加大品牌推介，深挖品牌价值和

文化内涵。着力修复“全农渠”、琵琶

水电站等有深远教育意义的历史遗

迹，实现特色产品与文旅全面融合。

通过西瓜产业协会，制定各类行业标

准，提升产品品质。尝试举办和参与

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活动，对品牌进

行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式宣传，不断

提升品牌的知名度。此外，还拟计划通

过实施西瓜种植技术专项培训活动、实

施西瓜种植评奖活动、实施西瓜助农展

销活动等一系列活动，推动全乡种植户

提高西瓜种植热情和种植水平，提升西

瓜种植过程标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

力争在 2025 年年底前实现“一会一园

一企一牌一项”五个一目标，促进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助推乡域

经济提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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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分应急能力长一分应急能力 增十分幸福安康增十分幸福安康经济专刊

□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横向生态补偿有助于补充财政纵向

转移支付的不足，促进生态服务供给区

与受益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

发展权公平化。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十分必要、势在必行。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走过 20 多

个年头，近期出台的《生态保护补偿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拟于今年 6 月施

行，标志着过去不少好的工作经验、做法

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工作进入法治化新阶段。

所谓横向生态补偿，是以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化解生态保护外部性问题为

目的，通过生态保护地区和生态受益地

区协商一致，实现“成本共担、效益共享、

合作共治”的激励性制度安排。作为生

态补偿的主要模式之一，横向生态补偿

有助于补充财政纵向转移支付的不足，

减轻中央财政负担，同时促进生态服务

供给区与受益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与发展权公平化。因此，建立健全

行之有效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十分必

要、势在必行。

自横向生态补偿概念提出以来，《关

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关于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等

政策文件陆续颁布，其中既有顶层设计，

也有具体措施，为建立和完善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

度保障。一些地方在中央的指导和推动

下积极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应用领域多

集中在跨省或省域内流域治理，取得了

较好的实施效果。不过从总体来看，横

向生态补偿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实践

中仍存在缺乏系统规划与资源共享、长

效机制不健全、补偿方式单一、社会公众

参与度低等问题。这就需要各级各有关

部门以《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狠抓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的健全和完善工作，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应用。

进一步加强顶层规划和设计。加快制定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实施细则，明确补偿范围、预期目标、补偿权责、补

偿标准、补偿评价、数据监测、责任追究等，充分发挥法律

法规在生态补偿工作中的保障作用。同时，强化责任意

识，认真履行好各自职责。中央应加大指导和支持力度，

鼓励和推动地方政府开展横向生态补偿工作；地方各级

政府应积极主动推广和应用，让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更大

程度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搭建协调管理平台。为确保横向生态补偿有序推

进，可考虑建立区域横向生态补偿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级

政府、相关部门以及自然资源、环境、经济、财政等领域的

第三方专家学者组成，定期或不定期围绕横向生态补偿

事宜进行磋商、决策等，不断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宏

观统筹和协调监管机制。加强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等部门的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横向生态补

偿信息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形成常态化生态补偿数据交

换机制。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加强横向生态补偿转移

支付制度的顶层设计，包括转移支付的对象认定、支付原

则、资金测算、支付方式、资金监管等，制定相应的规章制

度予以规范。合理确定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系数，科学合理

分配转移支付资金，在提升生态功能区生态建设能力的同

时，大幅度改善地区民生水平。强化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支

出的动态监控和全过程绩效评价工作，切实提高生态补偿

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

建立多层次横向生态补偿体系。生态受益区往往具

有产业基础好的优势，可以通过有关部门和企业的对口协

作，帮扶生态保护区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互利共

赢。生态受益区可以引导部分旅游、林业等生态适宜型产

业以及低排放、低污染型工业企业向生态保护区投资、转

移，提高保护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另外，生态服务双

方可以在保护区共同建立产业园区，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的双赢。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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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三农

石英砂、石灰石、高岭土、盐、碱……当一

袋袋乳白色、土色的“小砂粒”，一颗颗折射出

七彩光芒的玻璃球（无碱球）、一片片洁白如

云的棉絮状物质一起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如

果不是内行，没几个人会相信这洁白如云的

“棉絮”的“前世”是一种质感粗糙、外观毫不

起眼的物质。

玻璃纤维棉别看它软绵绵的，用途还真

不少。与传统的微纤维相比，具有优良多孔、

绝热不燃、耐腐稳定、均匀抗拉伸、生物可降

解等特性，不仅可用作高温滤纸、深冷绝热、

建筑保温、隔板吸声等特殊需求原料，广泛应

用于家电、电子、医疗、精细化工、航天航空等

领域，还能制成新型的空气净化材料和电池

隔板材料。

近年来，文水县聚焦经济建设和高质量

发展，牢固树立项目是第一支撑的鲜明导向，

认真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吸引了包括新名源公司在内的众多新

兴产业项目。文水新名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于 2023 年入驻文水经济开发区百金堡产业

园，总投资 8000余万元，设计年产 1.5万吨特

种微纤维产品。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建设完

成，今年三月，项目进入生产调试阶段，吸纳

200名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到二期

工程建成投产后，公司会积极开拓新技术、新

产品，延伸产业链条，为文水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谈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文水新名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刘江说：“公司将本

着‘打造高新技术企业，践行绿色循环发展’

的理念，开拓创新、锐意进取，通过引进、吸收

目前国内先进的生产工艺及环保节能技术延

伸产业链，规划投建下游年产 1.5 万吨 AGM
隔板项目及滤纸项目，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

绿色、高效、环保、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向

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型新材料产业目标迈进。”

了解了玻璃纤维棉的“前世今生”，带着

疑问，记者现场看了看文水新名源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是怎样做到点“砂”成“金”的。

经过一系列封闭式、自动化的操作，原料

按照一定比例混合、经过 1500度的高温烧灼

后，出现在面前的是一颗颗顺着轨道前进的

金色小火球。一经冷却，金色小火球变成了

一颗颗光洁透明的玻璃球。玻璃球再经过胶

辊拉丝机高温拉丝，成为一根根洁白的“丝

线”，“丝线”经过再次“升华”，就成为大朵大

朵的“白云”，经过机器的碾压，“白云”成为压

片，通过履带传输到包装端，再经过工人打

捆、包装，玻璃纤维棉就要“远嫁”到外地完成

它们的使命了。

从“砂”到“金”，从“面如土色”到“洁白如

云”，文水新名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利用

本地优势，以科技的力量实现“点砂成金”，更

让玻璃纤维棉肩负着新材料的使命，实现了

“废”材再利用。

文水新名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赋能 点“砂”成“金”

连日来，位于吕梁市方山县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北武当山迎来了一股旅游热潮，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壮丽的自然景

观，还可以在秀丽山间驾驶无动力滑板车，领略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完全依靠重力滑行的无动力滑板车带来了全新的游

玩体验，更是与大自然亲近的独特方式。 冯凯治 白鹏伟 摄

本报讯 近年来，离石区坚持学习

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振兴，

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担当和干在一线的

工作状态，多措并举开展环境卫生整

治行动，持续提升乡村“颜值”。

坚持问题导向，高质高效推进整

治。聚焦问题，由各乡镇街道（村）党

员干部带头，组织广大群众，对交通沿

线、村庄街巷、田间地头白色垃圾、秸

秆杂物、渣堆土堆、废弃广告牌等进行

“拉网式”清理整治，确保无死角盲区。

健 全 管 护 机 制 ，促 进 常 态 化 治

理。该区采取定期督查、突击检查、随

机抽查等方式，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现

场交办，要求立即整改，并做好回头看

工作，对各乡镇街道（村）环境卫生情

况进行定期通报，压紧压实村干部责

任，督促村“两委”干部不折不扣落实

工作要求。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整治知晓度、

参与度。充分利用微信群、宣传栏、大

喇叭等宣传形式，带动群众实现从“要

我干”到“我要干”的转变，形成“群众

宣传、群众参与、群众管理”的浓厚氛

围。

离石区将结合各村人居环境整治

特点，紧盯人居环境整治难点，持续发

挥党员干部、群众的力量，以攻坚克难

之姿、奋发有为之势、常态长效之策，

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用足用好“千

万工程”经验，助推乡村“颜值”再提

升。

（王艳）

全力助推柳林县石西乡西瓜特色专业镇建设

离石区

环境卫生整治助推乡村“颜值”再提升

资讯经济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部伴有冰雹或短时

强降水。当前正值暑期旅游

旺季，团队游、自驾游等活动

增多，连续性降水对游客安全

造成较大影响。对此，省文旅

厅发布暑期汛期出游提示，提

醒游客注意安全。

旅游出行看预报。出行

前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天气预

报，合理规划行程线路，做好防

暑、防雷、防雨等准备，根据气

象和地质灾害预警及时调整行

程，避免在恶劣天气出游。

参团旅游验资质。选择

证 照 齐 全 、信 誉 良 好 的 旅 行

社，签订旅游合同细看旅游项

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旅游

保险以及违约责任，切勿参加

“不合理低价游”。

涉水活动重防护。参加

涉水活动听从专业人士指导，

穿好救生衣，不到不明水情或

危险水域游泳。儿童要在家

长陪伴下游玩，携带必要保护

救生用品。

风险项目需谨慎。不前

往未开放的区域旅游、探险、

徒步。根据身体状况谨慎选

择参加高空、高速、漂流、蹦

极、探险等高风险项目。

自驾出游多留心。出行

前及时检查车辆状况，司机要

保 持 充 足 睡 眠 ，避 免 疲 劳 驾

驶。驾乘人员途中系好安全

带、不超速、不超载、不酒驾，

不疲劳驾驶。

科学饮食不浪费。不随便

食用野菜、野果，不喝生水，根

据个人健康状况、用餐需求合

理点餐，避免超量点餐，培养勤

俭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习惯。

遭遇险情要冷静。遇到

突发险情，要保持冷静，第一

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在等

待救援过程中，要保持耐心，

节省体力，避免拥挤混乱。

据《山西日报》

省文旅厅发布暑期汛期出游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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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水新名源科技有限公司厂区一角。 温元元 摄

我省麦茬复播玉米主要

集中在晋南盆地，本年度晋南

盆地冬小麦生育期内由于降

雨量偏少、气温偏高及干热风

（区域性）等不利气象因子的

影响，小麦成熟期普遍较常年

偏早 4-5 天，随之带来麦茬复

播玉米播种较常年偏早。在 6
月 10 日-15 日播种且播后及

时灌溉的麦茬复播玉米，在 6
月 30 日前后进入草虫防除的

关键环节。山西农业大学小

麦研究所科研人员，依据特优

工程项目试验、示范结果，提

出了该区麦茬复播玉米草虫

防除关键技术，以助推我省麦

茬复播玉米实现高产。

一、关键技术
1.杂草防除时期及时间。

麦茬复播玉米杂草防除有两

个时期，一是播后苗前即播种

后出苗前实施封闭；二是出苗

后的茎叶处理。由于麦茬复

播玉米田在小麦收获后存有

大量的秸秆，实施苗前封闭效

果较差；目前大多采用苗后茎

叶处理方式，其防除时期选择

玉米 3-5 片叶（展开叶）期，且

兼顾杂草 2-4 叶期进行；在此

时期内的具体喷施时间可选

择在下午 5点后。

2.除草剂类型及防治虫害

农药的选择。基于麦茬复播

玉米田杂草种类多的状况，建

议选用含有硝磺草酮+烟嘧磺

隆+莠去津复合型除草剂；鉴

于播种期及 6 月中、下旬的持

续高温干旱，蓟马的防治应当

引起足够重视，可在除草剂中

加入噻虫嗪或啶虫脒，达到防

除杂草和害虫的效果。

3.重视应用二次稀释以提

高喷施均匀度。在打开除草

剂、农药（防虫）包装前先充分

振 荡 ，打 开 包 装 后 将 原 药 液

（除 草 剂、农 药）倒 入 一 容 器

中，加适量水并充分搅匀配制

成母液（第一次稀释），根据使

用量，量取母液倒入喷雾器药

桶，再向喷雾器药桶中加水稀

释 到 所 需 的 浓 度（第 二 次 稀

释），方可进入田间喷施。应

用二次稀释可提高药液在田

间的喷施均匀度。

二、注意事项
1.严格使用剂量。麦茬复

播玉米的除草剂种类较多，无

论应用何种品牌的除草剂都

应严格按照说明操作，不可随

意加大剂量、重复喷雾。对杂

草量较大或草龄较高的特殊

地块，确需加大用量时，一定

要采用行间定向喷雾。

2.规避露水及高温时段喷

施。避开清晨玉米和杂草有

露水的时段喷施，此时段喷施

会稀释药液降低药效；避开中

午高温时段喷施，可延长药液

在杂草上的滞留时间（高温会

造成药液快速挥发），利于杂

草对药液的充分吸收提高药

效。

3.其他。对错过正常喷施

时期或前期防除杂草效果较

差的地块，可采用乙羧草铵膦

除草剂实施行间定向喷雾；对

甜、爆裂、糯特种玉米不可应

用上述类型除草剂；对发生除

草剂药害的玉米田，可应用赤

霉素+吲哚乙酸+芸苔素内脂

喷雾缓解。

据《山西农民报》

药害产生的原因
用药量过大 部分农户为

了提高除草效果，盲目加大除

草 剂 的 用 量 ，导 致 药 害 的 发

生。过量使用除草剂会使作

物叶片出现灼伤斑点、叶色浓

绿等症状，进而影响作物的正

常生长和产量。

田间作业方式不正确 在

施药过程中，部分农户行走速

度不均，导致喷雾不均匀、重

叠，使局部用药浓度过高，引

发药害。此外，喷头流量不均

匀，跑冒滴漏等现象也会导致

局部药量过多，引起药害。

气象因素影响 温度是影

响 除 草 剂 效 果 的 重 要 因 素 。

温度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影响

玉米幼苗对除草剂的吸收和

分解，从而产生药害。特别是

某些挥发性较强的除草剂，在

高温条件下更容易导致药害

的发生。

喷雾滴直接飘移和挥发

飘移 由于温度、湿度、风力等

条件的影响，喷雾滴在喷施过

程中可能发生飘移，导致邻近

作物遭受药害。特别是某些

挥发性较强的除草剂，其雾滴

可飘移到较远的距离，对周围

作物造成严重影响。

补救措施
正确选用农药 根据作物

种类、生长期及杂草种类选择

合适的除草剂品种和剂量，避

免盲目追求除草效果而过量

使用除草剂。

加强田间管理 施药后，

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观察作

物生长情况。发现玉米叶片

发 黄 或 者 干 枯 ，但 是 心 叶 正

常，可以施用一些缓解药害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或叶面肥，如

0.01%的芸苔素内酯或鱼蛋白

水 溶 肥 或 1%～2%的 尿 素 水

或 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

行叶面喷雾。后期一定要加

强玉米的肥水管理，及时补水

补肥，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损

失。

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操作

在施药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除

草剂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控

制用药量、施药时间和施药方

法，避免在高温、大风等不利

条件下施药，以减少药害的发

生。

据《山西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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