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在孝义市

2025年文旅宣传推广暨“五一”文旅消费

促进系列活动中，孝义市委社会工作部

组织开展了全方位志愿服务工作，“五

一”假期累计动员志愿者 1200余人，那一

抹跃动的“志愿红”成为各景区最温暖的

风景线。志愿者们以专业热情的服务提

升游客体验，塑造了孝义文旅服务新形

象，赢得游客广泛赞誉。

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活跃在景区、

交通枢纽、商圈等重点区域，用热情专业的

服务温暖着每一位游客。在景区，志愿者

们化身“文明引导员”，协助维持秩序，引导

游客文明游玩，为游客耐心讲解景点历史

文化、特色景观，帮助游客更好地领略孝义

市景点风情；在交通枢纽，志愿者们充当

“出行助手”，为游客提供交通指引、旅游指

南咨询等服务，缓解出行压力，保障游客顺

畅抵达目的地；在商圈，志愿者们变身“消

费向导”，为游客推荐特色美食、优质商品，

助力游客深度体验本地消费魅力。同时，

为助力文旅发展，志愿者们积极参与宣传

推广工作，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

游客推介孝义文旅活动，发放宣传手册、旅

游攻略等。“志愿者们不仅帮我们规划了最

佳游览路线，还详细介绍了当地的文化典

故，这样的服务太暖心了！”“这样的志愿服

务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暖。”许多

游客纷纷称赞道。

从线上宣传到线下引导，从景点讲

解到服务推介，志愿者们以多元化的服

务方式，为孝义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

力。他们用真诚的微笑和周到的服务，

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暖”起来，共同

描绘出“诗与远方”的美好画卷。未来，

孝义市委社会工作部将继续深化志愿服

务与文旅产业的融合，不断创新服务形

式，提升服务质量，为谱写新时代文旅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志愿力量。

孝义市委社会工作部

以志愿之名 筑文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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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近日，首届

山西省外观设计专利大赛颁奖仪式在太

原举行。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

司报送的“青花汾酒 30复兴版”酒瓶外观

设计专利，在全省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

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

本次大赛由山西省市场监管局（知

识产权局）主办，旨在激发知识产权创造

活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赛自启

动后，历经项目申报、初筛、初赛、网络投

票及决赛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6 项、优胜奖 10
项。

在助力企业获奖方面，汾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该局以知识产权战略为引领，通过开展

专利挖掘培训、深入企业指导等方式，提

升企业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助力企业打

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成果；同时积

极搭建平台，鼓励企业参与创新赛事，提

升品牌影响力。

“青花汾酒 30 复兴版”酒瓶设计获

奖，不仅展现了汾酒在产品外观创新上

的实力，也体现了汾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知识产权培育工作中的显著成效。

颁奖仪式上，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分享创新经验，为汾阳白酒

产业树立了榜样。此次获奖将激励更多

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推动我市知识产权

事业发展迈向新高度。

首届山西省外观设计专利大赛圆满落幕

“青花汾酒 30复兴版”酒瓶设计摘得桂冠

本报讯 （记者 韩笑）
自 2024 年 8 月启动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岚县

通过系统谋划、多措并举，

推动林改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目前，全县已办理林

权类不动产登记证 38本，社

科乡、梁家庄乡等 5 个乡镇

及岚城镇 4个村的林权摸底

和地籍调查基本完成，改革

步伐持续加快。

高位推动，夯实改革基

础。岚县县委、县政府将林

改列为 2025 年全县重点工

作，构建“县委牵头、政府推

进、部门实施”的工作机制。

3月 18日，县政府印发《岚县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25
年攻坚行动方案》，并成立县

级专班明确任务时限与部门

职责；3 月 19 日召开专题推

进会，对改革再部署、再落

实。同时，该县林业局向县

政府申请深化林权制度改革

地籍调查经费 420万元和林

业局工作经费 28万元，为改

革提供资金支撑。

协同攻坚，破解难点堵

点。该县林业局联合财政、农

业、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及乡镇

政府，建立信息共享和会商机

制，统筹推进数据整合、历史

遗留问题清理及林权确权登

记。各乡镇组建专班，重点化

解“一地多证”、抵押登记不畅

等问题，确保改革顺畅实施。

试点先行，探索发展新路径。作为改革试点

县，岚县聚焦林业社会化服务和产业升级，推出多

项创新举措：岚县林业局正在与邮政储蓄银行签

订合作协议，为全县林业发展提供绿色金融支持；

积极宣传林业产业新政策，鼓励乡村两级和林农

个人成立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扶

持发展沙棘产业，提升林业产品附加值；探索林业

碳汇开发，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搭建县、乡、村三级

林权流转交易平台，服务林权流转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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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北辛店村以党建引领擘画发展蓝图，通过“古建活化+文旅融合+科技助农”三维发力，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样板。这座拥有 600 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既保留着明清古建群的文化根脉，又创新推出特色民宿、非遗

工坊等文旅业态，更以智慧农业项目带动亩产增收 10%。近年来，该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山西省乡

村振兴示范村等称号，实现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之路。

图①为文水县北辛店村全貌。

图②③为北辛店村一号民居。 记者 刘亮亮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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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购物节大幕刚启，淘宝便抛出一项

新措施：商家可直接屏蔽高退款率人群，不过

目前只对淘天服饰行业商家开放。消息一

出，在全网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平台为何帮商家“拉黑”客户？对商家来

说意味着什么？关键是对消费者来说有何影

响？

消费者可略微放心，这条措施对大多数

人没什么影响。据了解，该功能主要应用于

广告投放场景，让商家可在自定义推广时，降

低对存在退货空包、谎称未收货等异常行为

用户的展示频次。换句话说，是为了精准打

击那些将“7 天无理由退换”当成“零成本试

衣间”的“薅羊毛者”。

过去几年，非正常退货对服装电商造成

了极大困扰，去年“618”期间，“女装退货率高

达 80%”的话题便已暴露行业窘境，今年“五

一”期间某学校 60 余名学生网购演出服，参

加运动会后又集体退货的事件，再度将此类

行为推向风口浪尖。

对商家而言，新措施有助于改善经营环

境。广告投放讲究精准触达，如果预算浪费

在频繁退货的“高危人群”身上，岂不是打水

漂？如今，商家可主动过滤异常用户，将资

源向潜在客户倾斜，是符合商业逻辑的选

择。

然而，当技术手段演变为消费者分级分

类的工具时，消费者难免担忧。首当其冲的

便是规则透明度缺失：平台未公布“高退款

率”的具体判定标准，不少日常退货较多的用

户担心自己也被打上“高危标签”。说起退货

多，用户更恼火。如今电商平台货不对板、盗

图盗视频、AI 生成“照骗”、水军刷好评等现

象屡见不鲜。消费者拆开期盼已久的快递一

看，简直不敢相信是同一件商品，若不退货，

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以前买到货不对板的衣服，免费退了也

就忍了，现在消费者不仅要自己贴邮费退货，

还要落个“高频退货人群”的标签，这让消费

者怎么忍？难怪消费者喊话平台：“既然能屏

蔽高频退货人群，为何不让我们屏蔽高退货率商家？”

平台治理需兼顾商家与消费者的权益。为经营者营

造良好经营环境、为消费者创造放心消费环境，同等重

要。平台此举旨在打击“薅羊毛者”，让商家安心经营。

然而，治理的“外科手术”，切不可变成误伤消费者的无差

别打击。

任何一项影响广泛的政策出台，通过开门问策，从草

案公示到听证会的民意采集，从意见反馈的闭环管理到

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都是必不可少的。由此给平台的

启示是，推出涉及数亿消费者和商家的措施，尤其是可能

造成消费者权益缩水的规则时，是不是也应该坚持用户

至上的初心，提前听听用户的声音？措施实施后，也应该

把规则说得更明白。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对“照骗”满天

飞的状况已有强烈不满，平台应当引起重视，拿出过硬的

措施来治理。

说到底，电商江湖的规矩，得靠平台、商家、消费者三方

共治。平台这把“屏蔽剑”，既要斩断伸向商家口袋的黑手，

更要护住消费者心中的天平。

据《经济日报》

风险防控，减灾挽损

高粱大多种植在干旱、低

洼、盐碱、冷凉等地区，应加强

气象和病虫草害防控，及早制

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特别

注意防范早春干旱和低温冷

害。同时做好种子处理，对未

包衣种子进行包衣或拌种处

理，根据本地区病虫害发生特

点 ，因 地 制 宜 科 学 选 择 种 衣

剂。对于草害，4—6叶期结合

间苗和中耕进行除草，一般 2
次。在播种后出苗前喷施高粱

专用除草剂封闭除草，一般不

建议苗后化学除草；若必须苗

后除草，可在 5—8叶期前后施

用高粱专用除草剂；严格控制

除草剂种类、用量及喷施时期，

以免造成药害。对于病虫害，

关注丝黑穗病、靶斑病、炭疽

病、螟虫、蚜虫、粘虫等高粱常

见病虫害，防治方法包括选用

抗病品种、因地制宜进行轮作

倒茬、种子处理、适时播种、适

宜用药等。春播高粱区要特别

注意丝黑穗病、玉米螟等，夏播

高粱区注意蚜虫、玉米螟等，南

方高粱区注意玉米螟、炭疽病

等，应早防早控。可采用地面

喷施或扬撒合适药剂防治地下

害虫、黑穗病等；在大喇叭口期

喷施苏云金杆菌，采用杀虫灯、

性诱剂、投放赤眼蜂等物理、生

物方法防治螟虫。开花前，无

人机等喷施氯虫苯甲酰胺等药

剂，结合插草把诱蛾产卵灭杀

棉铃虫。在幼虫 3龄前防治粘

虫。蚜虫呈点片发生时，可用

高效氯氟氰菊酯等药剂防控。

对于干旱，选择适应性强、抗旱

性较强的品种，10厘米耕层温

度稳定通过 12℃时，可选择抢

墒播种。在干旱情况下播种一

般要较正常情况增加 30%左右

的播种量。当土壤特殊干旱

时，可根据品种生育期选择膜

下滴灌、微喷灌、浅埋滴灌等灌

溉措施。春旱严重未及时播种

或播种后出苗不全的地块，可

选择补种早熟高粱、绿豆、荞

麦、早熟油葵等短生育期作物，

对部分难以形成籽粒的高粱，

可以用作青饲贮饲草。对于低

温，选择适宜当地种植、生育期

适宜的高粱品种，播前种子处

理，提高出苗率；适时晚播，把

10 厘 米 耕 层 温 度 稳 定 通 过

12℃作为适时播种的温度指

标。采用垄播法或地膜覆盖技

术，提高地温。苗期出现低温

冷害时，可早追肥，增施磷肥，

促进早生快发。生育后期温度

过低容易出现穗分化延迟等现

象，可在开花期和灌浆中期喷

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和适宜

生长调节剂，提高植株抗寒能

力，促进提早成熟。

适期收获，减损提质

当籽粒呈现品种固有形

状和颜色、粒质变硬、穗下部籽

粒内含物硬化成腊质状、粒色

光亮、含水率降至 20%左右时

收获。可以采用人工或联合收

割机收获。采用收割机收获

时，控制收割机行走速度，减少

机收损失。食用高粱要适当早

收，在蜡熟末期即可收获。南

方区春播高粱收获期一般在 7
月份，常常高温多雨，建议该区

高粱进入腊熟末期后，及时收

获，抓紧晾晒，确保产量和质

量。 据全国农技推广

我省高粱生产技术指导意见（2）

知识农业

一部手机连通田间与餐桌，一个平台串

联生产与消费。岚县以“数字供销”为抓手，

构建“电商+产业+服务”融合发展模式，让土

豆、小米等特色农产品搭乘互联网快车走向

全国，同时打通城乡消费“最后一公里”，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力”。

直播带货，田间地头变身“云端卖场”。

“家人们看这甜瓜，藤蔓翠绿、果肉饱满，现

摘现发，新鲜直达！”在岚县普明村甜瓜种植

基地，助农主播李梦芸手持刚摘下的甜瓜，

面对镜头热情推介。直播间里，实时跳动的

订单数据与田间翠绿的瓜蔓交相辉映，成为

岚县“直播助农”的生动缩影。

岚县供销联社将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

通过“实景展示+互动讲解+即时下单”模式，

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农产品从种植到采摘的

全过程。本土培育的 10 余名主播年均开展

400余场直播，把土豆、小米、沙棘等 40余种

“岚县味道”推向全国市场。数据显示，2024
年岚县供销电商运营中心农产品线上销售

额突破 800 万元，直接带动 200 余户农户增

收。

“我们给外地客户准备了防摔泡沫箱，

给同城客户承诺‘当日达’，连赠品小杂粮都

是精心设计的独立包装。”李梦芸介绍，直播

团队不仅卖产品，更注重塑品牌——从种植

基地溯源到物流包装升级，从售后回访到会

员体系搭建，全链条打造“岚县农品”口碑。

云 端 集 市 ，城 乡 配 送 破 解“ 最 后 一 公

里”。点开“岚县供销惠民商城”小程序，粮

油副食、日用百货等商品琳琅满目，“同城配

送”“满减优惠”等功能一目了然。“您好，您

下单的黄小米和沙棘果汁已配送上门！”电

商运营中心员工高静祎的电话，让市民闫白

莲感慨：“下单不到 2 小时就收到，价格比超

市便宜，商品还有追溯码。”

作为县域电商服务的核心枢纽，该平台

整合 30 余家本地商铺、12 家农产品企业资

源，构建“线上下单—中心分拣—乡镇配送

—村级服务”四级物流体系，实现全县乡镇、

行政村配送全覆盖。2024年，平台带动本地

商铺线上销量提升 30%，成为群众口中“指

尖上的便民市场”。

“我们为企业提供包装设计、品牌策划

等‘一站式’服务，帮‘岚县小米’注册地理标

志商标，推动‘岚州老醋’等产品升级换代。”

岚县供销电商运营中心负责人冯希军介绍，

通过“代销+赋能”模式，不仅帮企业拓宽销

路，更培育出一批带动力强的本土品牌。从

“卖产品”到“建生态”，岚县电商正向全产业

链升级——今年计划启动冷链物流项目，填

补县域生鲜运输空白。

“电商不仅是销售渠道，更是连接城乡、

激活产业的‘数字桥梁’。”岚县供销联社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电商+企业+农户”

模式，推动更多特色产业触网升级，让“岚县

土货”成为市场“硬通货”，让数字经济成为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岚县

电商铺就乡村振兴“云端路”
□ 本报记者 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