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年5月14日 星期三

要闻·经济 森林防火 人人有责
经济专刊部主办 组版：张文慧 责编：温宇晗 校对：刘挺 电子信箱：l lrbjjb@163.com

看土豆种植、赏土豆花海、观非遗表演、

品土豆美食、住土豆小院，体验“绿树村边

合”“山气日夕佳”的田园风光……近年来，

岚县岚城镇王家村依靠科技赋能，巧念土豆

“致富经”，成为“土豆花开”主景区，吸引了

许多游客在此打卡旅游，追寻“诗和远方”。

昔日的王家村，曾因土豆品种老化、销

路闭塞、价格低廉而陷入窘境。穷则思变，

近年来，王家村依靠科技赋能，文化铸魂，探

索土豆花开幸福路。当地干部群众巧借政

策，在中国科协的精准帮扶下，通过四川农

业大学教授、马铃薯科技小院首席专家王西

瑶为王家村指导引进了十多个彩色马铃薯

品种；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副研究员霍利光

带领团队在王家村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种

植晋薯 16 号，亩均产量达到 5143.5 公斤，刷

新了岚县马铃薯亩产新纪录；康农薯业潜心

研发优质种薯迭代升级，为科学种植土豆提

供了有力保障。科技春风让这方土地焕发

新生，“走进科技‘薯’你精彩”让农技讲座开

在田间地头，科技与农耕携手合作，为传统

土豆产业改造升级插上腾飞翅膀，翱翔在现

代农业天际。

去年 9月，“党建引领+科技·文化走进科

技小院在行动（山西岚县站）”启动仪式暨马

铃薯技术培训在岚县举行。在仪式上，发布

了“岚县马铃薯科技小院创新知识服务专

题”，通过Al+科技小院知识智能服务，实现马

铃薯种植全程追溯、旅游服务精准推送，打造

沉浸式土豆花海体验。数字化赋能，让王家

村依托土豆发展文旅产业，乡村振兴之路越

走越宽广，土豆花开“数字王家村”正在绽放

新光彩。如今，王家村通过引入马铃薯化肥

农药双减绿色生产技术、马铃薯提质增效高

产技术、马铃薯杀青增值减损技术，在关键生

产经营节点提供技术指导服务，打通先进科

技从实验室到田间、从专家到农民的联系，让

村里的土豆亩均产量超 3000公斤。

近日，岚县科协邀请山西农业大学张中

东、白小东两位专家，在王家村和范家口等 8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开展了以科技赋能助力

乡村旅游“百村示范”建设暨科普助春耕为

主题的专业技术讲座，通过案例分析、现场

解答等形式为农民系统讲授农作物的全周

期管理技术，解说每一个环节的技术要点，

深度结合种薯繁育与产业链延伸技术，助力

“土豆种—土豆花—土豆宴”特色产业链提

质增效，为王家村今年土豆实现稳产优质提

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中国科协驻村干部

联动中国科协 e服小科等线上平台拓宽销售

渠道，打通线上销售链，依托每年“土豆花开

了”旅游文化月活动，为王家村打造了“土豆

宇宙”科普田、科普文化墙、科普活动广场、

特色文创产品，丰富了该村文化底蕴。

如今的王家村，在村口设立了“中国岚

县土豆花开”大花篮地标，村内新建了土豆

长廊，系统开发优质种薯基地、土豆花观光

旅游、土豆产品深加工以及土豆宴农家乐等

项目。依托每年的“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

月活动，联动饮马池景区，全力打造土豆田

园综合体。“土豆花开”文旅产业为村民及周

边群众提供了务工就业岗位。村民们还在

政府支持下，办起 20 余家“土豆宴特色农家

乐”。同时，村里引进趣味标本制作、干花制

作、马铃薯种植体验等课程，让不少村民成

为研学教师、助教，建立起研学工作室。淡

季时，接待研学团队开展研学课程；旺季就

在景区内布设摊位，设置互动项目，这一系

列举措不仅为村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自从乡里搞了西瓜种植，我们这些农

民增收致富更有盼头了！”近日，在柳林县

石西乡马家山村腾飞合作社西瓜种植基

地，一座座日光温室排列整齐，大棚内部一

排排西瓜枝叶茂盛、生机盎然，农户们穿梭

其间，正在进行枝叶修剪。村民王大哥擦

着额头的汗水，望着绿油油的西瓜田笑得

合不拢嘴。

王大哥掩饰不住的喜悦，正是当地特

色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石西乡紧邻

黄河，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肥沃的沙壤

土质，优良的排水性能，为西瓜的生长提供

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近年

来，石西乡大力发展甜瓜、西瓜等特色农

业，大胆尝试种植红橙脆、金蜜脆、无籽麒

麟等品种，在智能温控设备与精准滴灌系

统的双重加持下，这里产出的甜瓜、西瓜品

相良好、口感香甜，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头

茬甜瓜批发价一斤能卖到 20 元，西瓜 15
元，相较于传统的旱地种植，大棚亩产值是

传统种植的数倍。你看这个无籽麒麟西瓜

皮薄肉脆、汁多味甜，糖度高达 16度，大家

都非常喜欢。”合作社负责人马腾飞介绍，

因错峰上市，大棚西瓜市场效益显著，预计

两棚产量可达 3万余斤，收入能超过 10万

元。按目前行情，17座大棚全年预计产值

可达 60万元，带动 20户农户户均增收 3万

元以上。

大棚的建成，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

子”，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刚刚过

去的“五一”假期，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到种

植基地采摘西瓜。“现在吃水果，主打的就

是一个新鲜。趁着假期，带孩子们过来体

验一下，既能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又能让他

们体验到采摘的乐趣。”一名游客说。

从传统种植到科技兴农，从应季生产

到错峰上市，石西乡通过发展特色种植产

业，成功突破了传统农业的发展瓶颈。通

过采取统一收购、包装、销售的方式，石西

乡西瓜产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农民的收

入。如今，西瓜产业已经实现规模化、品牌

化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标杆产业。今年

石西乡西瓜种植面积达 2100余亩，预计产

量能达到 1000余万斤、产值 1200余万元。

“明年我们计划再扩建几座大棚，带动

更多的农民加入，让错峰瓜成为合作社的

新名片。我们还要筹备小型分拣包装车

间，再引入电商销售渠道，努力让我们本地

的农产品插上翅膀飞向全国。”马腾飞说。

随着农业科技的持续投入、产业链条的

不断延伸，石西乡的“甜蜜产业”必将结出更

多硕果，让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加速实现。

未来，石西乡将继续坚持“规模化、集约化、

融合化”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大对西瓜产

业的投入，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市场竞争力，

让石西西瓜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

近年来，柳林县石西乡大力发展西瓜、甜

瓜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图为石西乡马家山村绵延起伏的丘陵

上，大片覆盖地膜的西瓜瓜田。 刘子璇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
洋） 近年来，孝义市阳

泉曲镇克俄村立足自身

生态优势，深度挖掘资

源潜能，率先蹚出一条

以“ 支 部 领 航 、党 建 赋

能、创新融合”为主线的

中药材产业发展之路，

让村集体经济在希望的

田野上拔节生长，为乡

村振兴注入澎湃动力。

支部领航，校准产

业 航 向 ，扬 起 奋 进 之

帆。克俄村党支部勇挑

重担，组织党员群众奔

赴山西兴县、安徽亳州

等地考察取经，又邀请

专业人士对土壤“把脉

问 诊 ”，精 准 筛 选 出 柴

胡、板蓝根等适宜本地

生长的中药材品种。随

后，成功引进兴县兴皖

药业有限公司，试点推

行“ 公 司 + 合 作 社 + 农

户”模式。25 名党员率

先垂范，带头签订托管

合同，迅速点燃全村的

发 展 热 情 ，流 转 土 地

260 亩开启板蓝根种植

新篇章。截至目前，全

村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突

破 1000亩，预计将带动

100 户 170 余人年均增收 2000 元，努力让村

民真切尝到产业发展的“甜头”。

强基固本，夯实发展根基，锻造振兴“脊

梁”。克俄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精细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与先

锋模范岗，让党员身份在致富一线熠熠生

辉。积极配合镇党委开设党校“微课堂”，将

村里 6名经验丰富的“土专家”“田秀才”吸纳

进镇党校师资队伍，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为

村民送上实用的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2024
年，创新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土地托

管”模式，整合撂荒土地 1000余亩，实现中药

材“耕、种、防、收、售”全链条规模化托管种

植，依托企业保底销售，稳稳托住村集体与村

民的“钱袋子”，生动演绎“支部扎根产业间、

党员冲锋田地头、村民致富家门口”的乡村振

兴实景图。

创新融合，延展产业版图，拓宽增收渠

道。克俄村在产业发展征程上步履不停，积

极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村集体秉持全民共享理念，投入 400 万元上

马 3500 平方米的中药材加工车间，打通种

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闭环，为村集体经济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同时，积极争取 40万

元财政衔接资金，落地农机具采购项目，持续

完善中药材种植加工配套设施，筑牢产业发

展硬件根基。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李峰
李蓉 继伟） 近日，兴县蔡家会镇狮子洼村

的玉露香梨基地 400 余亩梨树迎来盛花

期，洁白的梨花如云似雪，漫山遍野，绘就

出一幅“春赏花、秋收果”的产业振兴美好

画卷。

走进基地，只见山坡沟壑间，集中连片

的一株株梨树生机勃勃，枝头簇拥着朵朵

洁白的梨花，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散发出

阵阵清香，莹白如玉，沁人心脾。

“我们公司通过前期调研发现，狮子洼

村土地肥沃，海拔适中，光照时间长，昼夜

温差大，无工业污染，非常适合玉露香梨的

生长。”山西海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海强介绍说，“我们与狮子洼村达成合作

协议，聘请隰县玉露乡专业团队管理指导，

经过前期裁剪及人工授粉，目前梨花开得

非常旺盛。下一步，将通过疏果、拉枝等技

术手段，增加产量，预计总产量能够达到

60万斤以上。”

近年来，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狮

子洼村立足资源优势，聚焦富民产业，引进

山西海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运营，以科

技为支撑，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大力发展

玉露香梨特色农业产业，不断提高梨果的品

质和产量，如今基地梨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400余亩，成为全村支柱产业之一。

“狮子洼村玉露香梨基地是蔡家会镇

的重点乡村振兴项目，通过多年的发展，已

经成为集生产、销售、品牌、营销为一体的

现代化农业产业项目基地。目前由隰县第

三方专业团队运营，通过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条，致力于打造全省高端梨产业项目，每

年可通过务工就业、土地流转、效益分成，

可为村民和村集体增收 50余万元，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非常可观。”蔡家会镇镇长高

潮说。

狮子洼村是蔡家会镇发展特色农业的

一个缩影，如今的蔡家会镇，梨果产业遍地

开花，不仅开出了“颜值”，更开出了“效

益”，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摇钱树”，乡村

振兴的“助推器”。

兴县狮子洼村

梨花盛开绽芳华 特色产业促振兴

岚县王家村

科技赋能 巧念土豆“致富经”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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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县石西乡

西瓜种植有甜头 乡村振兴有奔头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实习记者 王卫斌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近年来，柳林县山西福山资

源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智

能化矿山建设，通过科技创

新 推 动 传 统 煤 炭 产 业 向 安

全、高效、绿色方向转型。目

前，公司旗下兴无煤矿、金家

庄煤矿、寨崖底煤矿三座矿

井年产能达 525 万吨，在智

能化升级与 5G 技术应用领

域已取得显著成果，成为我

市煤炭行业智能化发展的标

杆企业。

福山资源集团以安全管

控系统为核心，构建了覆盖矿

井全场景的智能化网络。三

座煤矿现已部署煤矿安全监

控、人员精确定位、矿压监测、

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系统，

实现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能

力双提升。同时，通过井上下

电力监控、主运输集控、辅助

运输监控、自动排水等系统的

深度集成，大幅提升了生产设

备的自动化水平。

在智能采掘领域，金家

庄煤矿与寨崖底煤矿已率先

实现智能化采掘系统稳定运

行。 2023 年 7 月起，公司进

一步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三矿一公司完成万兆环

网全覆盖，井下地面实现高

速互联；金家庄与寨崖底煤

矿部署无线通信技术，兴无

煤矿则采用 4G+WiFi6 无线

通讯，为数据实时传输奠定

基础。此外，三矿同步建成

超融合云平台，并持续推进

综合管控平台建设，进一步

打通生产、安全、管理全链条

数据流。

福山资源集团在智能化

建设中注重技术创新与应用

场景拓展。近期，三矿新增

火灾监测系统、视频 AI 分析

系统及应急指挥系统，兴无

煤 矿 试 点 运 行 地 质 保 障 系

统，显著提升了灾害防控与

应急处置能力。经营管理方

面，公司通过统一的 ERP 系

统实现资源集约化管控，推

动管理效率与决策科学化水

平迈上新台阶。

面对 5G 技术浪潮，福山

资源集团采取“分步推进、场

景先行”策略。公司已在寨

崖底煤矿局部区域试点 5G
网络，为未来规模化应用积

累经验。“电子设备迭代速度

快，我们计划在下一代技术

成本优化后全面引入 5G。”

公司技术负责人表示。

福山资源集团的智能化

实践，不仅为传统煤矿转型

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更彰

显了吕梁能源企业拥抱新技

术、践行安全绿色发展的决

心 。 随 着 5G、AI、大 数 据 等

技术的深度融合，公司将继

续探索智慧矿山新模式，为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福山资源集团

全方位打造智慧矿山新生态

近 年 来 ，临

县依托丰富的红

枣林资源和独特

的气候条件，将

枣木香菇打造成

特色农业品牌，

成为推动乡村振

兴、带动农民增

收的重要支柱产

业。

图为临县兆

新菌业的工人正

在检查枣木香菇

生长情况。

记者 张文慧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5
月 11 日，山西面食超级争

霸赛在孝义市高阳镇临水村

举行。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

曹华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孝义市委书记刘世庆，副

市长闫林出席开幕式并为花

馍“步步高”揭幕。

本次大赛将在 5月 11日

至 7月 6日的每周六进行，比

赛 共 设 有 刀 削 面 、拉 面 、剔

尖、手擀面、剪刀面等多个项

目。常规赛每期限定 20 名

来自基层的选手报名参赛，

每期比赛都将决胜出金牌、

银牌、铜牌选手，并授予“金

面杖”纪念奖杯和奖品。比

赛期间游客朋友们不仅可以

无限量品鉴扯面、蜜酥等 20
种美味面食，更能化身“评审

专家”，用手中的点赞票，为

心仪的摊位加冕。此外，比

赛当天生日的母亲，还可以

免费吃上一碗主办方赠送的

长寿面。

开幕式上，面食大师们

进行了刀削面投篮、吹面气

球、剔尖钻铜钱、舞面手绢等

山西特色面食表演。每一项

技艺都将面食制作升华为视

觉与味觉的双重艺术，展现

了山西面食文化的千年传承

与 创 新 魅 力 。 观 众 纷 纷 表

示，此次面食展演特别有创

意，领略到了面食文化的独

特魅力，相信通过这种形式

的比赛一定能更好地展示孝

义的特色非遗文化和旅游资

源，吸引更多游客来孝义打

卡旅游。

山西面食超级争霸赛在孝义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