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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木二东）
近日，岚县科协在该县王
狮乡举办的马铃薯种植技
术培训会吸引了当地众多
农民群众前来参加。

活动中，山西省马铃
薯产业的多位专家纷纷登
台，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为农民群众详细讲解
了马铃薯的品种选择、播
种和栽培技术、病虫害防
治以及除草剂使用注意事
项等关键知识。专家们深
入浅出的讲解，让在场的
农 民 朋 友 们 听 得 津 津 有
味。在讲解过程中，专家
们还针对农民群众提出的
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从
马铃薯的生长习性到土壤
条件，从病虫害防治到农
机农艺配套技术，专家们
一一给出了详尽的解答，
让农民群众受益匪浅。

同时，专家们还深入田
间地头，实地指导农民群众
如何正确播种马铃薯。他
们亲自示范，手把手教农民
群众如何掌握播种深度、栽
培密度等关键技术，在专家
的指导下，农民群众纷纷动
手操作，亲身体验了一把

“田间课堂”的魅力。
岚县作为马铃薯产业

的重要基地，在马铃薯种
薯科技创新应用上取得了
显著成效。近年来，岚县
按照“种薯繁育扩量、基地
建设提质、品牌创建知名、
市场营销创新、经济链条
延伸、产业发展融合”的思路，已经初步形成了“土
豆种—土豆花—土豆—土豆宴”产业链条，这一产
业链的完善不仅促进了岚县经济的发展，也为农
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目
前，岚县可年产脱毒微型薯 5000万粒，优质种薯 1
万余吨，种薯品种达到 20 多种，产品远销省内外
50多个市县，走出了一条马铃薯种业建立健全商
业化育种体系的路子。

岚县科协此次举办培训活动，旨在进一步推
动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群众的种植技术
水平，为农民增收致富贡献力量。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参加这次培训活动，不仅学到了实用的种植
技术知识，还增强了对马铃薯产业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他们将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中，努
力提高马铃薯的产量和品质，为岚县的马铃薯产
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 （记者 梁瑜） 近日，记者在
临县碛口镇冯家山村看到，这里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村民们的房前屋后打扫得
干干净净，村里配备并启用移动垃圾箱
15 个，垃圾随处倾倒的现象早已成为了
历史。

建设美丽乡村推进乡村振兴，去年
秋天至今，冯家会支村两委把农村人居
环境集中整治作为大事抓紧抓好，党建
引领、示范带动，发动群众打响了人居环
境整治战。

村民们指着村中广场对记者说：“就
是这里，对面的大沟内原来杂草丛生，野
草疯长有近两米高，随着人居环境建设
发展，村民们争先恐后积极参与清除杂
草，现在早已今非昔比。”

冯家会村位于临县碛口镇东北部，
村域总面积 5.19平方公里，全村常住人
口 190 户 449 人。如今这里整体环境明
显改变，村民们的柴火堆、杂物堆都井井
有条，街巷道路干干净净，村民家中窗明
几净，环境卫生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据介绍，去冬今春，村里将集中整治
与常态保洁结合起来，重点对沟渠、广
场、巷道等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清理，共
修筑小矮墙 150 米，绿化 300 平方米，补
植绿植 15 株，清理沟渠垃圾 50 吨，建设
文化墙 60平方米，拆除乱搭乱建 5处。

依托光伏收益设立 28个人居环境整
治公益岗位，明确岗位责任、义务和权
利，每天早晚各一次对指定区域常态化
保洁，有效保障全村街巷、广场等公共场

所环境卫生清洁。聘请垃圾清运员和垃
圾清运车，清运主要道路和居民点垃圾，
与农户达成卫生治理的“三包”协议，形
成了“户集、村收、村运、村处理”的垃圾
清运体系，促进村庄整齐整洁。

冯家会村治理成效传遍了湫河两
岸，据悉，以冯家会村为示范，当前建设
美丽乡村，临县将积极争取上级对乡村
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乡村建设
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住房安全、农村饮水
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庄绿化美化
亮化等工程建设，深入实施农村卫生厕
所改造、农村道路改造工程等项目建设，
改善农村道路条件、住房条件、卫生条件
等，实现农村功能更完善、出行更便捷、
村庄更美丽。

本报讯 （记者 木二东） 连日
来，柳林县陈家湾镇西垣村粮食种
植现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映入眼
帘，村民们手持先进的播种机，整齐
地排成一排，他们熟练地操作着机
器，一颗颗种子被均匀地点播在一
垄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土地上。

在柳林县陈家湾镇农技站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西垣村村民杨喜兆
开始了新型肥料（缓释肥）瑞普 909
的田间试验。他感慨地说：“以前我
们都是盲目地施肥，一亩地要上一
袋子的肥料。现在有了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我们知道了土壤里缺什么，
就补什么，既省肥料又增产。”

杨喜兆还向记者介绍了“玉米+
大豆”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他解
释说：“这种种植模式是‘3+2模式’，
玉米与大豆的行距要在 50-60 厘米

之间，玉米行距 40 厘米，大豆行距
35-40厘米。大豆顶土能力弱，要种
浅一点。这样既能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又能发挥两种作物的优势，实现
优势互补和增产增收。”

“玉米+大豆”的带状复合种植
模式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
和农作物产量，还能够改善土壤结
构、增强土壤肥力。这种种植模式
在陈家湾镇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
用，为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

今年开春以来，柳林县陈家湾
镇积极做好种植农户的后续服务工
作，采取理论培训和实操培训相结
合的方式，为当地农民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保障和科技支撑，让更多的
粮食种植户放心耕种，为更好的实
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今
年以来，孝义市胜溪湖街道河底
村以被列为吕梁市 100个乡村旅
游重点村为契机，立足曹溪河绿
色生态资源优势，以乡村振兴战
略为总牵引，全力推进旅游服务
业发展，大力实施乡村旅游示范
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民宿民居
改造工程等项目，从风貌上提升
村庄整体品质，力争建设成为曹
溪河文旅康养示范区最为重要的
形象门户和服务基地。

河底村地处曹溪河入口，地理
位置优越，整村房屋错落有序，拥
有丰富的水、森林等自然资源。还
有郭氏祠堂、龙王庙、小庙等村级
历史文化遗产，建有龙湾生态园、
华北民兵训练基地、桃花源种植基
地、农耕文化园、玉泉山酒店等，为
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成为全市乡村旅游重点村以
来，该村概算投资15750万元，实施
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民宿民居改造
工程、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同时，
因势利导，根据各区主导功能，划
分为主题民宿体验、孝义特色商
街、孝义文化展示、游客服务中心
四大部分，将临近游客中心的27处
宅院改造为特色美食商业街，将临
近村庄的原公社、供销社等建筑改
造为传统手工艺作坊，拆除荒芜破
败危房20多处新建戏曲舞台、民俗
文化展示馆等核心景区。在满足
游客集散管理服务的基础上，将游
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集美食餐饮、
影视演艺、电竞娱乐、儿童游乐、健
身休闲及特色产品展销、地方文化
展演等多业态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中心。

目前，该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已完成投资 3800.7万元，道路工程
已完成 48%、供水工程完成 60%、
污水工程完成 72%、供热工程完成
63%、供气工程完成 85%。33座民
宿院落、262间房屋已完成土地平
整。建设总建筑面积 6000余平方
米的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已完成前
期围挡、清表、打桩等工作，主体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

田园风光好 乡村气象新
孝义市胜溪湖街道河底村乡村旅游铺就振兴快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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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冯家会村

擦亮美丽乡村建设新品牌

柳林县陈家湾镇西垣村

复合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河底村游客服务中心建设中河底村游客服务中心建设中

农民正在翻耕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