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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中国鲜枣之乡”临猗县，5000 亩高
标准地坑棚内生机盎然，一颗颗红似玛瑙、酥甜
脆爽的鲜枣挂满枝头、陆续上市。十余万亩钢
架棉被棚、钢架双膜棚和单膜棚、春棚、遮雨棚
内的冬枣，有的已进入膨大期、有的正处于快速
生长期，枣果青翠、长势喜人……忙了枣农、醉
了游人，也吸引了各地客商慕名而来。

冬枣试验站内，新型智能温室大棚项目建
设正酣；线上线下，临猗鲜枣错时上市、现摘现
发，将乡间美味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各地市场；县
城乡村，2023·山西临猗第五届鲜枣文化节筹备
工 作 正 有 序 推 进 …… 此 刻 的 临 猗 ，就 一 个
字——“忙”。

坑棚鲜枣销售忙

6 月 10 日，临猗县庙上乡吉令村，大田冬枣
树还花开正繁，地坑冬枣大棚内已是硕果累累，
临猗战军鲜枣合作社负责人李战军正带领工人
采收冬枣。

“这两天一天能采摘百十斤左右，一斤卖三
四十元，最高时一斤卖一百多元，比牛肉价格还
要高哩。”李战军喜上眉梢。

今年 48 岁的李战军曾做过苗木生意，2012
年开始尝试栽枣树，在当地政府举办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班里学会了枣树剥芽、掐尖、剥树、
疏枣等一整套技术。2015 年，头脑灵活的他投
资百余万元建起了 30 亩高标准地坑棚。一亩
地纯收入比大田栽植时增加了 3 倍，仅用两年
时间便收回了成本。

这几年 ，30 亩地坑棚年纯收入超过百万
元。尝到甜头的李战军又在周边县市承包了
380 亩地，并因地制宜分别建起了钢架棉被棚、
钢架棚、春棚、遮雨棚等，既方便管理，又拉长了
自家鲜枣的货架期。

“每年从 5 月底开始，我每天的工作基本上
就是摘枣卖枣，线上线下都卖，400 多亩地一年
总收入在四五百万元。”李战军的好心情溢于言
表。

来自贵州的客商张富强与李战军合作近
10 年。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不远千里来临
猗，只和李战军合作。

“一方面是因为战军的枣品质好，脆甜多
汁、果面光洁、营养丰富，市场需求量大；另一方
面是因为他在枣树管理方面技术高，再有‘临猗
冬枣’品牌加持，市场反响好，消费者认可。”张
富强表示。

和李战军家一样，目前当地 5000 亩高标准
地坑棚冬枣普遍成熟上市、产销两旺。不少枣

农告诉记者，2022 年每亩地坑棚冬枣产量在
1500 公斤左右，亩均收益约 6 万元。“预计今年
收益与去年基本持平”。

科技赋能提品质

6 月 11 日，位于临猗县牛杜镇的临猗冬枣
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内，一座新型智能温室大
棚正紧张施工。记者在现场看到：长 100 米、宽
15 米的温室大棚主体已经建成，工人师傅们正
在进行棚外保温散热材料和棚内仪器设备的安
装。

“与传统地坑棚相比，智能温室大棚土地利
用率更高，而且全部采用新型材料，保温散热效
果也更好。另外，物联网自动控制系统的应用，
像打药、施肥、浇水、温控等，全部实现了智能
化、自动化。”试验站负责人闫耀普说。

传统农业靠天气，现代农业靠科技。新型
智能温室大棚的建成投用，实现了鲜枣生产全
过程的智慧决策与管控，有效提升了枣果品质，
减轻了枣农劳动强度。

据介绍，成立于 2022 年 9 月的临猗冬枣产
业技术综合试验站总投资 1100 万元，目前已经
完成土壤检测、生物防控、品质检测等 8 个实验
室和新型智能温室大棚的建设任务，即将建设
百枣园和设施栽培核心试验示范基地。全部建
成后，冬枣产业科技新机制、新模式将有效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生产环节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销售环节
也同样如此。庙上乡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兼特贡
冬枣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滕红革感触颇深。

眼下，地坑棚冬枣已经成熟，张庄村采取
“党支部+合作社+技术托管+统一销售”模式发
展起来的 8000 亩绿色认证设施大棚冬枣也即
将大面积上市。滕红革一边筹划着今年的销售
工作，一边抓紧订购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冬枣智
能分拣线，响应临猗冬枣“标准、质量、品牌、信
誉”联动提升的目标要求。

“这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设备，而是一整套
生产线。它所采用的红外线检测、糖分检测、重
量筛选等技术可以从源头上杜绝‘采青卖青’和
枣果碰伤等问题，让‘临猗冬枣’品牌更亮、品质
更高、效益更好。”滕红革信心十足地说。

枣乡人家喜事多

“地坑棚鲜枣比钢架棉被棚鲜枣早 20 天上
市，钢架棉被棚鲜枣比钢架双膜棚鲜枣又早 20

天……总之，各种类型棚的鲜枣基本上都是间
隔 20 天上市。”连日来，在临猗枣业博览馆内，
庙上乡政府工作人员徐丙晨义务向前来观光旅
游的人们一遍遍讲述着庙上枣业四次产业革命
的光辉历程和现阶段发展情况。

站在鲜枣设施大棚模型前，他总是会自豪
地介绍道：“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类型的设施大
棚，临猗鲜枣的上市时间才由原来的 9 月提前
至现在的 5 月底，货架期也从 2 个月延长至 6 个
月！”

6 月 18 日至 21 日，2023·山西临猗第五届
鲜枣文化节即将举办。这是一场属于全县人民
的节庆盛会。

为做好文化节筹备工作，和徐丙晨一样，临
猗县广大干部群众凝心聚力、积极行动，以期在
文化节上全面展示临猗“最美一面”。

“ 今 年 鲜 枣 文 化 节 举 办 时 间 比 往 年 提 前
了 3 个 月 ，这 将 对 提 高 地 坑 棚 冬 枣 销 量 起 到
积 极 作 用 。”东 张 镇 东 莱 庄 村 地 坑 棚 冬 枣 种
植 户 孙 冬 旺 高 兴 地 说 ，“ 虽 然 文 化 节 刚 好 碰
上 农 忙 ，但 大 家 都 觉 得 一 定 要 参 加 这 个
盛 会 。 我 们 村 共 有 1000 多 亩 地 坑 棚 冬 枣 ，
枣 农 们 都 盼 望 着 能 通 过 文 化 节 学 到 先 进 技
术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让 我 们 的 高 品 质 冬 枣 卖
上 更 好 的 价 钱 。”

文化节前，在庙上乡山东庄村农文旅融合
设施鲜枣示范基地，游客们观枣、品枣、赏景，尽
享田园风光的惬意、休闲采摘的乐趣和冬枣特
色小镇的独特魅力。

“一路走来，我在不同类型的设施大棚里看
到了冬枣开花、结果、生长、成熟的全过程，感觉
很奇妙，也欣赏到了高铁飞驰而过穿越万亩鲜
枣设施大棚的壮美景象，让我终生难忘。”游客
姚女士和她的朋友们说，这里的冬枣很甜，风景
更美！

“对于庙上的冬枣大棚，我第一次见就被
深深地震撼到了，连绵不绝，一眼望不到边。”
近期正忙于游客接待工作的庙上乡城西村到
村工作大学生杨爱云说，“展望未来，我们村将
在庙上乡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借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东风，打造以技术创新、产业融合、资本
化运作等为特征的中国鲜枣产业 4.0 版先行示
范区。”

田畴沃野绘新景，万亩枣林展风情。
当 前 ，古 郇 儿 女 正 抢 抓“临 猗 冬 枣 ”入 选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庙上乡入选 2022
年 全 国 乡 村 特 色 产 业 超 十 亿 元 镇 名 单 等 新
机 遇 ，深 耕 细 耘 、笃 行 致 远 ，向 着“ 加 快 建 设
现 代 农 业 强 县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的 目 标
阔步前行……

鲜 枣 之 乡 尽 欢 歌
——2023·山西临猗第五届鲜枣文化节前看临猗枣业发展

本报记者 付 炎 通讯员 罗晓庆 闫豪杰

本报讯（记者 韩维元）6 月 12 日，市盐保
中心召开盐湖生态环境本底调查与研究课题阶
段性成果汇报会。盐湖生态环境本底调查与研
究项目组专家分别围绕盐湖土壤采样和检测、
盐湖水环境检测、盐湖水生态本底、盐湖大气环
境本底调研等阶段性成果作分析报告。

会上，山西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李华
结合盐湖土壤采样点概况、土壤理化特征、养分
特征、盐碱度、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等对盐湖土壤
采样和检测阶段性成果作了分析；山西大学环
境与资源学院副院长张全喜结合水环境检测的
目的及意义，盐湖水质状况、污染特征、各月指
标时空变化等对盐湖水环境检测阶段性情况作
报告；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冯佳围绕
盐湖浮游藻类组成、着生藻类组成、浮游动物组
成等对盐湖水生态本底进行了分析；山西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生态地理系主任、山西省生态
学会秘书长郭东罡结合盐湖的风向、风速变化，
大气环境因子初步测量结果及盐湖飞沫、中条
山土壤采样和检测结果等对盐湖大气环境本底
调研阶段性成果作分析报告，并对下一阶段工
作规划进行了说明。

市盐保中心主任孙冬青对盐湖生态环境本
底调查与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给予肯定，并围
绕盐湖当前出现的藻类去除方法、盐湖土壤治
理、盐湖周边绿化树种选择等与相关专家进行
了交流探讨。他希望科研团队能进一步做好盐
湖生态环境本底调查与研究，切实把生态放在
优先位置，健全完善盐湖整体保护利用方案；发
挥科研优势，加强多方合作，为科学保护盐湖、
推动盐湖生态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让自
然盐湖、天然盐湖、生态盐湖造福子孙后代。

市盐保中心召开盐湖本底调研项目成果汇报会

本报讯（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曹文娟）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动作很大、效率很高，变
化有目共睹。”“小病不出村，首诊在基层，在家
门口能更好更快地瞧病问诊，大家举双手赞
成。”这是记者近日在河津市樊村镇走访该镇村
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时收到的群众反馈。

为切实提高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水平，筑
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让群众健康更有

“医”靠，河津市樊村镇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
升改造工程于近日全面启动。

为确保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提升行动落地
见效，樊村镇按照“星级达标、功能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3 个层次，进一步提升村卫生室的服务
能力和服务质量。同时，结合各村卫生室建设
实际，着力打造“星级达标卫生室”4 个、“基础
设施提升卫生室”2个、“功能完善卫生室”3个。

目前，樊村镇已将各村卫生室的日常基本
运行、从业人员构成、房屋产权归属等情况及存
在问题全部厘清摸透，正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
进卫生室硬件改造。在此基础上，该镇还将加
大大学生村医的引进力度，不断充实村医队伍，
不断加强基层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人才队伍建
设，并最大限度落实好乡村医务人员待遇保障，
让基层医护人员无后顾之忧。

河津市樊村镇加快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本报讯 闻喜县侯村镇吉家峪村村民近日
求助：“村内无收割机，导致小麦无法收割，希望
相关部门给予帮助。”诸如此类诉求，每月都在
发生。进入 6 月，通过运城市 12345 热线转办的
夏收、高考等民生事项较多。

闻喜县市民投诉受理中心作为上传下达、
察民情、解民忧的平台，将应对并处理好这些热
点事件作为当前重点工作，安排该中心工作人
员对本月热点事件进行捕捉和分析，通过加强
与市市民投诉受理中心的沟通，总结出“三步
走”处理法。

第一步是发出预警。将本月已知的民生热
点事件提前向责任单位发出预警，要求他们提
前关注并做好预案。如为做好夏收工作，要求
农业部门制订收割机调配预案，确保调配工作
及时、合理，充分保障夏收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步是报送知识库。针对本月的民生
热点事件，要求责任单位报送相关知识库，方
便群众来电咨询时，做到精准解答。如在中小
学招生工作方面，要求县教育局提前报送相关
招生政策，方便群众了解政策变化，做好相应
准备。

第三步是紧盯办理。属于热点事件内的问
题，不论是通过工单还是电话的形式转办，要求
承办单位从速从快查明原因，及时处理，将办理
时限压缩至 24小时以内。

闻喜县市民投诉受理中心负责人表示，将
依托市 12345 热线平台，运用“三步走”处理法，
时时紧盯民生热点，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发挥好
社情民意“晴雨表”作用，切实高效解决群众诉
求，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裴少辉）

闻喜县市民投诉受理中心创新推出“三步走”处理法——

紧盯实时热点 及时回应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