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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员 王
斓） 近日，“携手绿色 共筑未来”交

城县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举行

第三届优秀志愿者表彰会。此次表

彰会见证了志愿者们的奉献和付出，

激励着更多人投身到生态保护的行

动中来。

近年来，交城县生态环境保护志

愿者协会从清理河岸垃圾到开展植树

造林，从宣传环保知识到参与垃圾分

类，不断带领广大志愿者全身心投入

到各类环保活动中，不仅美化了城市

环境，更唤醒了许多有志之士的环保

意识，形成了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

尚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

表彰会现场，视频播放如同一幅

幅生动的画卷，展示着优秀志愿者、十

佳志愿者、最美环保志愿者、“致敬，母

亲河”全省总决赛一等奖和优秀奖获

得者以及吕梁市优秀环保志愿者的风

采。他们是交城生态环境保护的先

锋，是绿色发展理念的践行者。市生

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和

优秀志愿者代表分享了自己的环保心

得。

“很开心能获得这份荣誉，它既是

一份鼓励，也是一种鞭策。今后，我将

继续保持勤奋务实的态度，与协会所

有志愿者一起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

清、草更绿。”志愿者岳锦奇表示。

“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我深知所

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不仅仅是在

参与一项活动或完成一项任务，更是

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好、更

加宜居的家园。”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

者协会副会长安传峰说道。

此次表彰会，不仅是对过去一年

优秀志愿者的表彰，更是一次对生态

保护理念的深入传播。它吸引了更多

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志愿红”与“生

态绿”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一幅美丽

的生态画卷。

本报讯（记者 王涛） 近两年来，

市供销合作社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创建文明城市、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

工作部署，按照承担的工作职责，主动

作为，谋篇布局，全力推进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建设并取得一定成效。

2022 年 8 月 3 日，我市举行生活

垃圾分类全民动员启动仪式后，市政

府授权市供销社对城区生活垃圾分

类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行业实行特许

经营。市供销社在认真研究基础上，

积极做好我市城区可回收物回收规

划布局，制定《吕梁市供销社再生资

源回收体系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市供销社在我市城区可回收物回收

网络体系建设任务计划分三期实施，

先期投放 5个再生资源智能回收屋和

配套的可回收物智能管理系统，打造

示范小区，在此基础上，在居民社区

继续投放再生资源智能回收箱，规范

建设 80 个回收站点，建立完善 1 个功

能齐全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 1
个“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信息化管理平

台”，配备回收转运车辆，打造专业回

收队伍，实现全品类回收、闭环式运

行，形成完备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

系。

为了提升群众对垃圾分类知识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引导广大群众争

做垃圾分类文明风尚的践行者和传

播者，市供销社举行垃圾分类再生资

源回收运营启动仪式，向市民演示再

生资源智能回收屋分类投放操作示

范，发放垃圾分类倡议书、宣传资料

和纪念品。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

进校园”活动，今年 5 月，市供销社联

合吕梁学院、市城市管理局在吕梁学

院举办“践行新时尚 分类志愿行”主

题宣传教育校园行系列活动，约 500
人参加了活动。通过活动，高校学生

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高

了 对 垃 圾 分 类 的 知 晓 率 和 参 与 率 。

通过多种方式宣传垃圾分类资源回

收 知 识 ，累 计 受 益 群 众 和 学 生 达 到

2000多人次，使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

人心。

去年市供销社积极向市政府争

取资金建设 5 个再生资源智能回收

屋，打造示范小区。通过前期谋划、

市场调研等工作，从源头分类做起，

与 各 方 协 调 沟 通 ，确 定 了 市 委 家 属

院、泛华盛世小区、吕梁学院等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场景投放地

点。去年年底，5台再生资源智能回收屋加工完成后，先后投放

安装到位。经过几个月试运行，示范效应明显。据后台统计，

首批投放的 5台再生资源智能回收屋辐射服务居民 1600户，回

收各类再生资源共计 7250公斤。运行过程中，居民积极行动，

踊跃参与，垃圾分类意识明显提升，小区环境明显改善，受到社

区居民、学生、小区物业等多方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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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用“志愿红”守护“生态绿”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近年来，

兴县供销社参办的兴县普惠小杂粮专

业合作社持续加强惠农服务本领，积

极创新经营机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发展现代化农业技术，增加了农民收

入，为乡村振兴贡献了供销力量。

以品种立根，坚持品种良种化。

合作社以种植和加工为主要业务，主

要种植晋谷 21 号谷子、豇豆、红小豆、

红芸豆、大明绿豆等杂粮，通过“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辐射带动

周边 4 个乡镇 44 个自然村 2160 户农

户，目前已发展绿色谷子基地 32000
亩，有机谷子 10000 亩；认证绿色谷子

基地 22000亩，有机谷子基地 4000亩，

谷子良种繁育基地 2800 亩，豆类良种

繁育基地 3000 亩，有 9 个产品通过国

家绿色有机食品认证。

以品控提质，坚持管理标准化。合

作社秉承“三有五统一”标准化生产理

念，即生产有记录、产品有标签、质量可

追溯，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操作规程、统

一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和统一订单

回收，在保证了优质小杂粮原料来源的

同时，实现了农民增收与合作社增效的

有机结合。目前合作社年均发展订单

农业 28800亩，涉及农户 2016户，其中

脱贫户 432户，户均收入 15000余元。

以品质增效，坚持生产现代化。

合作社与蔡家会镇 10个行政村 150户

农户托管土地 3000 多亩，扩大了种植

基地，形成集中连片土地，开展机械化

作业，大面积推广现代化耕作技术，统

一耕、种、施肥、除害、收、加工等，同时

引进省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谷子

精深加工技术和成套设备生产流水

线，年总加工杂粮能力达到 4 万吨，实

现了降本增效。

以品牌铸魂，坚持营销产业化。采

用线下和线上销售相结合的营销模式，

开设线上特色农产品专卖店 6个，其中：

淘宝网天猫店 1个，绿色连锁平台店 3
个，手机微店 1个，832网店 1个；开设线

下代销点 180余个，年销售额达 1000余

万元；打造的“山花烂漫”牌小米荣获“省

市著名商标”“消费者最喜爱品牌”等荣

誉，实现了口碑与经济的“双丰收”。

兴县普惠小杂粮专业合作社

创新经营机制 加强惠农服务

白露时节打核桃，是约定俗成的农事活动。近日，在汾阳市杨家庄镇芦王庄村中，核桃树上的果实

已经饱满成熟，村民们有的手持长杆，敲打着枝头，有的弯腰捡拾地上的核桃，有的将一袋袋核桃搬运到

运输车上，漫山遍野的核桃林里呈现出一片丰收的喜人景象。

图为村民拿着长杆打核桃。 温宇晗 摄

没有一个发展起来的乡村，就没有一个

富强起来的国家。目前，广大乡村仍然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抓住关键，是十分

必要的战略思考。笔者认为，农村地区要振

翅腾飞，必须打造两个翅膀：“特色翅膀”和

“绿色翅膀”。有了“特色翅膀”才能飞得高，

有了“绿色翅膀”才能飞得远。

打造“特色翅膀”，就是根据当地的特色

禀赋发展特色产业，也只有这样的特色资源

产业，才具有强大的发展优势和市场前景，才

能真正推动乡村振兴。如果各地不从自身特

色禀赋出发，对当地的自然禀赋认识不到位，

只是盲目照搬别的地方，就会形成千村同样、

万村同型的格局，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因此，

国家将“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

局”提高到重要位置。

要让每个乡村各具特色的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特色产业必须先行。要打造符合

当地实际的三产融合的特色产业集群。一方

面，一二三产业简单拼凑在一起是不行的；另

一方面，这个融合的有机整体必须根子扎在

当地的土壤、水体、生物、气候、地势等自然禀

赋中。

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中，农文旅产业间

相互融合同样重要。农业为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同时文旅产业又能提升

农业品牌拉动农业发展。此外，还要让文化

和旅游相互促进，以文化催生旅游并提升旅

游的品牌，旅游反过来又带动文化发展。

在乡村旅游方面，我们要改变常规思维，

不要认为景点缺乏、地貌平淡、山水不奇的乡

村就不能打造旅游产业。要让田间地头、房

前屋后，一头牛、一盘磨、一个水塘、一套农

具、一片树林都变成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让

游客带着好奇心来，兴趣盎然地体验、拍照、

吃住，最后愉快地带上当地的特色优质农产

品离开。与之对应，农业要发挥多功能性，不

仅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还要提供干净的

水域、新鲜的空气和无污染的环境。

要想打造好“绿色翅膀”，就必须从资源、

环境和生态三个方面去认识。

资源方面，既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要

考虑资源承载力，不能突破资源承载上限。

这就要加强资源循环利用，要按照“循环增值

机理”构建“动静脉产业”体系，让生产农产品

的“动脉产业”与资源化利用种养业废弃物的

“静脉产业”协调配合，用同样的资源实现更

多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

环境方面，既要弄清环境污染存量，还要

考虑环境容量，在遏制环境污染增量的同时

不断减少环境污染存量。要用立体污染防控

的思路规避不利的环境影响，提升环境质

量。例如，个别地区农产品产地环境由于过

度使用化学投入品，造成土体、水体、气体污

染，必须尽快使用有效的绿色科技投入品替

代化学投入品。

与资源和环境相比，生态层次更高，上升

到生态层次，有助于系统性、根本性解决资源

和环境问题。例如土壤质量退化，其主要原

因就是土壤生态被破坏，土壤中的微生物以

及有机质和团粒结构受到影响。只有恢复土

壤生态，提高土壤生物群落活性，提升土壤有

机质和团粒结构，才能提高耕地质量。具体

来说，生态方面，我们既要考虑生态阈值，尽

快恢复并保护生态系统，还要不断提升生态

服务功能。

从整体上来讲，乡村本身就是生命共同

体，乡村振兴一定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乡村振

兴不可违背的基本原则。打造乡村振兴“绿

色翅膀”，就是强调要遵循这“三个自然”基本

原则，尤其在与自然最直接的种植和养殖产

业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符合“三个自然”

原则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

“三型农业”发展思路。

乡村振兴既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也是乡村自然生态的良性修复，来不得任

何偏颇。必须把乡村社会的人与其他生命体

所处的生物群落置于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之

中，兼顾经济发展规律与生态平衡规律，才能

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据《农民日报》

乡村振兴要用好“特色”和“绿色”双翼

浇水是蔬菜生产中的

一项重要管理措施。特别

是在高温强光时，合理浇

水 是 促 进 蔬 菜 生 产 的 重

点，建议菜农浇水注意把

握以下两点：

大小水相结合

夏秋季大棚蔬菜浇水

一 方 面 是 给 蔬 菜 补 充 水

分，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大

棚降温的作用，因此在浇

水方面建议采用大水小水

相结合的方式。特别是对

于 刚 定 植 的 小 苗 尤 为 重

要，大水浇透促进发根，小

水湿地皮降温。

在高温季节，蔬菜很

容易出现徒长的情况，此

时应进行适当控水，并减

少追肥，特别是降低高氮

型肥料用量，利于植株生

长平衡。当然，控水控肥

要把握好度，既保证植株

不徒长，又避免植株出现

卷叶、萎蔫的情况，以利于

植株健壮生长。

此外，高温季节浇水

要 注 意 协 调 好 水 温 和 地

温，若在地温超过 30℃时

浇水，就容易造成炸根的

情况出现。因此高温季节

浇水通常选择在晴好天气

的早晨进行。

高温时段及时补水

晴朗天气时，高温又

强光，植株蒸腾作用快，建

议根据天气情况和作物长

势，在中午前后为蔬菜补

充水分，有条件的菜农，在

棚顶安装雾化喷头，每天

上午 10点后及下午 4点前

喷水，降低棚中温度，又可

增加棚中湿度，提高蔬菜

对高温环境的抵抗力，有

利于减少高温损伤及病毒

病发生。据《山西农民报》

这样浇菜 控旺又促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