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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防风险 保安全保安全 促稳定促稳定

本报讯 （记者
张娟娟 通讯员 延文
平 李伟） 今年以来，

市财政局持续关注政

策性农业保险有关政

策动向，认真总结工

作中的经验与教训，

竭力探索适合新形势

的工作方法，积极推

进政策性农业保险业

务有条不紊地开展。

足额安排市级配

套资金。依据《农业

保险保费补贴实施细

则》《吕梁市农业保险

全覆盖实施方案》，结

合 各 县 市 区 申 报 情

况，安排 2024 年政策

性保险保费补贴市级

配 套 预 算 达 1400 万

元。

及时办理资金清

算。年初在对各县市

区 报 回 的 2023 年 政

策性农业保险执行数

据进行审核汇总后，

形成《吕梁市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综合评价

报告》，并以正式文件

上报至省财政厅。积

极协同财监处对全市

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

审核，依照审核结果，

对 各 县 市 区 2023 年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予以清算。

加强政策推广。按照上级的安排部署，

督促各县市区尽早开展山西省三大粮食作物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相关前期准

备工作。在组织各县及时且足额配套县级配

套资金的同时，积极申请上级配套资金，以保

障完全成本保险业务的顺利推进。

加强监督指导。积极配合财政部驻山西

监管局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开展及资金管

理进行督导调研，按照督导组提出的意见建

议，及时安排整改工作，保障我市政策性农业

保险业务健康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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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康桂芳

深秋，岚县著名的风景区白龙山上漫山

红遍，层林尽染。尤其是下了一场雨，山上雾

气氤氲，宛若仙境，在白龙山的脚下，就是普

明镇马坊村。

马坊村村民世世代代都是靠种地、养殖

为生，过去人均收入在 3500元以下，村里卫生

状况差、人口老龄化严重、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日益突出。如今的马坊村修通了路，硬化了

街道，吃上了自来水，老百姓住上了新房子，

人人有医保、养老金，养殖厂、民宿、村史馆、

农耕馆相继建成，人均年收入达到了 12500
元，马坊村产业兴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

里的环境美起来了，生活好起来了，村民的腰

包鼓起来了。

10月 17日，记者来到马坊村采访时，天空

中正下着小雨，进村的路两旁一排排高大的

白杨树已经换上了秋装，金黄色的叶子铺满

地面。微风不时吹过，一片片叶子随着风在

空中飘摇又缓缓落下。在家家户户门口，金

黄色的玉米棒子被储存在了用钢管和金属网

制作的圆形玉米栈子里，抬头即见一幢幢红

砖瓦屋鳞次栉比，路过民宿店——山里人家，

打听得知老板郭润计一早赶到地里收玉米去

了，在他弟弟的带领下记者走进民宿，一个传

统的四合院式结构的小院，饭菜主打 108道土

豆宴。

俗话说靠山吃山，2023年，借着旅游的热

潮，郭润计的农家乐开张了。每年的四月初

一到十五是这里赶庙会的日子，很多周边的

游人会在这个时段蜂拥而来，平日里寂静的

村庄热闹起来，马坊村的村民也吃上了旅游

饭。

“2021 年，岚县县委、县政府把马坊村列

入美丽乡村示范村进行打造，这在马坊村历

史上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马坊村村支书刘

润明感受很深，他迫不及待地带着记者前去

参观即将完工的村史馆和养殖厂。村史馆就

在马坊村党群服务中心对面，占地 2 亩，投资

200 多万元。精巧的设计，大气恢宏的外观，

成了村里最醒目的建筑物。站在村史馆路旁

的阶梯上放眼望去，远处庄稼地层层叠叠，形

成一幅完美的秋景图。眼前的地头，两头老

黄牛正低头吃草，大抵是感觉到有客人来，老

牛慢慢地抬起头，看向有人的地方，“哞”的一

声又朝天喊去，似乎在欢迎客人的到来。

马坊村是个畜牧大村，据刘润明介绍，在

政策的扶持下，村里有产业，户户有养殖，家

家有收入。全村目前有 500多头牛、2000多只

羊、300多头猪。采访时遇到了 70岁的村民李

富珍，他家养了三头牛，再过一个月又将诞生

一只小牛犊。他是养殖时间最长的养殖户。

在他看来，庄户人家养殖是最稳妥的营生，尤

其是近几年，畜牧局对养殖户给的补贴力度

很大，养殖户可以免息贷款 5万元，养殖 50头

以上的养殖户，县畜牧局每一头牛补贴 500
元。李富珍老人非常知足：“孩子们孝顺，老

两口身体健康，三头牛也要住‘豪宅’了，我们

真的很满足了！”

跟着刘书记和李富珍的脚步，游走在村

里，一排排整洁而宽敞的标准化养殖牛舍映

入记者眼帘。“你瞅瞅，多气派！到时候咱的

牛也能住上‘豪宅’！”李富珍笑着打趣道，眼

里充满期待。

过去村民都是传统庭院养殖，为了把村里

的牛能统一管理，科学化规模化养殖，在驻村

工作队的帮扶下，修建了一个可以容纳 1000头

牛的养殖场。早就听说村里要建养殖牛棚，村

里的养殖大户刘全珍可是高兴坏了。他告诉

记者：“2015 年的时候，我养殖的只有五六头

牛，现在已经发展到八十头牛了。”

“刘书记，啥时候能完工啊？”眼瞅着冬季

即将来临，刘全珍一心盼着自家的牛能赶快

住进新家。刘润明笑着说：“放心吧，用不了

一个月你的牛都能住进来。”听完刘书记的

话，刘全珍满意地挥舞手中的鞭子，朝远处的

牛群走去，他的脊梁是那么的直挺，步伐是那

样坚定与执着，迎接他的必将是更加幸福美

好的新生活。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环境美了 生活好了 腰包鼓了
——走访岚县普明镇马坊村

“今年试验种植了三十多个高粱品种，这

就是汾粱 20，出酒率高、稳产性好、耐瘠性

强。”10 月 12 日，在汾阳市肖家庄镇西马寨

村，包村干部王卓指着一片火红的高粱地向

记者介绍。

入秋以来，连片的高粱逐渐映红了西马

寨村的天空，红色的衣壳，珍珠般的籽粒，在

阳光下闪烁晶莹，穗状俯首悬垂犹如烟花绽

放。

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近年来，汾阳市依托杏花村汾酒专业镇

建设和打造“985”重点产业链，不断延伸白酒

产业链，坚持“政府推动、政策扶持、科技引

领、农民自愿”的原则，按照产业结构调整、优

势产业集聚要求，全方位发力，构建现代农业

发展格局，大力发展高粱产业。根据全市地

理、气候、生产条件和种植习惯，因地制宜，科

学规划，以汾酒集团公司白酒基地为枢纽，以

杏师线、冀大线为纵轴，横贯 307 国道、宏郭

线、汾平公路、韩石线，形成 3大 6小循环圈，

酿酒高粱的种植规模稳步扩大，集中连片程

度不断提高。

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是提高生

产力的关键。去年，该市发展酿酒高粱种植

面积 12.95 万亩，并在西马寨村打造了 1000

亩的“汾享杏福”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

引进、试验示范新品种、新技术，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进行集约化、设施化生产，并通过示

范、展示、参观学习和技术培训等手段，带动

周边农业科技水平提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今年，在各行各业都在奋力打造新质生产力

的时代背景下，该市继续打造集中连片 100
亩以上高粱种植基地 11.58 万亩，覆盖全市

13 个镇（街道）142 个村的 9525 户，创建了 3
个千亩高粱高产创建示范片，通过示范引领，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推动高粱高产高效栽

培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你看，这么大的土地没有地垄，真正实

现了连片种植，这样可以有效实现无人机‘飞

防’作业、大型机械化作业，提高生产效率。”

沿着田埂往前走，王卓继续介绍说。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汾阳市全方位

向科技“借力”。在西马寨村村委会议室里，

王卓向记者演示了助力增收的另一个“法

宝”——水肥一体化自动化控制系统。主目

录、分系统，土壤 PH 值、产量预估，各项数据

密密麻麻地显示在大屏幕上。在智能物联网

系统的加持下，农业生产告别了传统的粗放

模式，迈进了智能化、精细化的新时代。

“这是启动灌溉泵的，施肥泵、搅拌，在这

儿都可以一键启动，还可以对旱情还是虫灾

进行提前防御。”在王卓的认识中，酿酒高粱

对质量的要求远远高于普通高粱，借助科技

才能对高粱的种植实现有效管理。

不仅是高粱，汾阳市依托“汾享杏福”区域

品牌，“汾州核桃”“汾州小米”等区域公用品牌

不断做强做优，发展优质谷子、酿酒高粱、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花生、长山药、蔬菜、肉牛、

湖羊、核桃等九大特色产业，建设了 25个水肥

一体化滴灌示范片，推动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

到 60.45万亩，粮食总产量攀上 3.486亿斤。

“我们将在努力推动白酒产业实现更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抓牢以汾州小米、汾州核桃

为代表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餐饮业两大特色

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

力构建一超多强、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汾

阳市市长贾永祥表示。

西马寨村：科技绘就丰收景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广州美术学院与山西晋中市许村村的

村民共同创作乡村壁画，让古村落散发艺

术气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掌

墨师匠心传承古老木构建筑技艺，在崇山

峻岭间为群众建造民居……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不单单要发展产业、壮大经济，更要

激活乡村文化、提振群众精气神，这就需要

乡村艺术人才的共同参与和持续投入。

为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奖励政策等

手段，鼓励高等院校、文化团体的在职和退休

人员等到农村“文化支农”，培养一批热衷于

乡村文化振兴的艺术人才队伍。同时吸引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文艺人才到乡镇当“文化助

理”，推动“送文化”和“种文化”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可以开展艺术专家、文化人

才进乡村等活动，壮大驻村艺术家队伍，并

通过走村入户、融入当地生活等途径，与乡

村文化艺术爱好者深度交流合作，使村庄与

村民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体与创作者。发挥

专家团队的艺术才华和资源优势，在帮助本

地艺术文化人才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策划

各种具有乡村文化独特属性的节目或活动，

让农民在乡村文化艺术活动上“唱主角”。

除了激活乡村文化，文化艺术人才还能

通过艺术手段为农产品赋能，创造更大商业

价值。比如，乡村文艺人才可以在乡村建立工

作室，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通

过设计包装、讲好故事等方式，为农产品增添

独特的文化符号。这样既能提升农产品的知

名度，也能延伸产业链，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

文化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

和价值，推动乡村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健康发

展，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据《农民日报》

论坛三农

乐见更多文艺人才进乡村
本报讯 近日，邮储银行世纪广场支行成功举办了

一场以“关于如何资产配置”为主题的沙龙活动，汇聚

了支行的 VIP 客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趣味小游戏

穿插其中，一片欢声笑语。从沙龙活动的精心策划，场

地布置，邀约客户及活动的每一个细节，无不透露着支

行员工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对客户的暖心服务。

客户们与支行的员工一起互动，体验了专治手脚

冰凉的小妙招，得到了客户的认可，进一步拉近了与客

户的距离。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该行对客户风险偏

好的了解，现场共同做的开胃小菜也为该行搭建了宝

贵的合作桥梁。携手共创，盛启新章，相信未来定能共

创新辉煌、开启新篇章。 （林琬淑）

邮储银行世纪广场支行举办
“关于如何资产配置”主题沙龙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邮储银行在服务个体工商户中的积极作用，邮

储银行吕梁市分行积极开展了第三届“全国个体工商

户服务月”活动。组织全市 13个支行召开专题动员会

议安排部署了本次活动，明确了活动的主题、目标、内

容和要求。

各支行通过金融知识普及、产业创新与推广、优化

服务流程、走访调研与对接等形式开展活动，针对个体

工商户的特点和需求，推出了一系列专属金融产品，

如“产业贷”“创业贷”“极速贷（线上+线下）”等。同

时，加大对现有金融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提高产品

的知名度和使用率。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对

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服务水平，切实增强了个体工商户

的金融获得感和满意度，效果显著。活动期间内，该行

开展线上线下专题宣传活动 35场次，参与人数 260余

人，发放各类宣传材料 700余份，召开个体工商户座谈

会 57 场，参与个体工商户 400 余户，走访个体工商户

500余户，收集意见建议 1条，编发宣传报道 2篇，共向

468户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 607笔 1.08亿元。

下一步，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将继续加大对个体

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力度，助力吕梁个体工商户稳健发

展。 （兰春艳）

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扎实开展
第三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

图为马坊村村史馆。

图为马坊村全貌。

康桂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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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经济

记者从近日举办的长

三角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技术交流会上获悉，在长三

角地区三省一市相关代表、

我国种质创新和种库建设

领域专家和种业公司代表

的共同见证下，长三角农作

物种质资源库信息共享联

盟正式成立。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

委 副 书 记 、院 长 林 福 呈 表

示，农业种质资源是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

供给的战略性资源，是农业

科技原始创新与现代种业

发展的物质基础。此次通

过构建长三角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信息共享联盟，旨在

促进种质资源的有效整合、

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提升

区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

种业竞争力，推动长三角地

区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事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联盟成立后，

将通过信息共享，加强各成

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提

高农作物种质资源整合与

共享水平，解决资源总量多

与育种可直接利用材料少

的矛盾，充分挖掘和利用特

色、优异种质资源，共同推

动长三角地区农作物种质

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不断夯实种业创新基础。

据新华社

长三角农作物种质资源库
信息共享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10 月 24 日，市委社会工作

部在中阳县宁乡镇南街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党暖

桑榆 爱洒金秋”2024 年敬

老月主题活动。

活动期间，市委社会工

作部为南街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的老年人们送去了慰

问金和慰问品，在场的老年

人和志愿者们一起齐声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合唱之后，活动还安

排了免费的理发和体检等

互动环节。

开展敬老月主题活动

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尊老

敬老的传统美德。当前社

会 生 活 节 奏 快 ，常 常 让 人

们 忽 略 了 对 老 年 人 的 关

爱 ，而 敬 老 月 活 动 为 全 社

会提供了一个集中关注老

年人的契机，提醒人们不忘

传统，传承尊老敬老的良好

风尚，让老年人感受到社会

的关怀和温暖。通过此次

活动，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

实 际 需 求 ，还 为 他 们 的 健

康 和 生 活 提 供 了 保 障 ，切

实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在全国第 15
个‘敬老月’期间，市县两级

社会工作部联合市妇联和

吕 梁 市 久 久 爱 心 公 益 协

会 ，为 南 街 社 区 的 老 同 志

送 温 暖 、送 服 务 。 衷 心 地

祝 愿 各 位 老 人 家 身 体 健

康、平安幸福、安享晚年。”

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赵建

喜在致辞中说。

市委社会工作部在中阳县开展“党暖桑榆
爱洒金秋”2024年敬老月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