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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提升果园机械化作业能力，降本
增效；实行水肥一体化，达到高产、优
质、高效；更加精细化的管理，让果品
深受消费者欢迎。

日前，记者走进盐湖区凤梧水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探析机械化、智能
化、精细化管理之于梨树生长的重要
作 用 ，了 解 该 合 作 社 历 时 10 年 打 造

“智慧梨园”的发展历程。

“只要风到，药就到了”

机械化助力降本增效

进入 6 月下旬，梨树管理进入关
键期，管理水平的高低对梨树的产量
和果品质量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6 月 24 日，在三路里镇一个梨园
里，运城市盐湖区凤梧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薛凤梧驾驶着一辆农药
喷洒弥雾机为梨树打药。

随着弥雾机的缓缓前行，药罐里
的药液以气雾的形式被喷到两侧的梨
树上。远远望去，红色的机身，白色的
气雾，弥雾机犹如一只美丽的蝴蝶在
梨树间飞舞。

“只要风到，药就到了。”喷完一
罐药，薛凤梧边配第二罐药边介绍，
该弥雾机通过对风向、风速、风力、
风量的调控，使药液通过药泵达到弥
雾状态，再通过风力辅助把药液送得
更远，它的优势是弥雾状态好，而且
省工省力。

如何省工省力，薛凤梧进一步介
绍道，农药喷洒弥雾机上的一罐水可
达 1500 公斤，半个小时内就能完成 6
亩梨树的喷施作业。像三路里基地这
100 亩梨园，他一个人喷施，每天作业
7 个 小 时 ，两 天 就 能 很 轻 松 地 完 成 。

“以前没有农药喷洒弥雾机时，都是驾
驶载有药泵的三轮车，人工操作两个
喷带打药作业，既费时又费力。即便
是现在，一些农户使用装有 1600 斤水
的药罐打药作业，2 个人一天才能打
完 6 亩地，两种作业方式效率大不一
样。”他说。

运城市盐湖区凤梧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成立于 2014 年 1 月，地处上王
乡垣峪村，目前有社员 111 户，主要以
种植梨树、山楂树为主，种植面积有
1600 余亩。其中，薛凤梧家以经营梨
园为主，除了在上王乡的近百亩梨园，
2019 年他又接管了三路里镇一个百
亩大的梨园。

他说：“搞农业，必须深入进来，只
有深入进来，才能发现问题。现在梨
树已经挂果，我用农药喷洒弥雾机打
药时发现，机子会挂住梨枝，有可能把
梨磕掉。所以，打完药后，得安排人工
扶枝。”

除了农药喷洒弥雾机，在合作社
院内，由薛凤梧发明、研制的树干切片
粉碎还田机、割草覆盖还田机、果园深
耕机、果园深旋机等新型果园机械一
应俱全，十分壮观。

“我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
了 11 项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目前已获得了 1 项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薛凤梧因发明和研
制出多种类型的新型实用果园机械，
而成为第一批 306 名入选全国农机使
用一线“土专家”名录中的一员。

薛凤梧说，从 200 亩优质玉露香
梨示范基地的生产和管理中，他深深
体会到，只有不断提高果园机械化的
作业水平和能力，才能真正降低生产

中的劳务成本，增产增收，增加经济效
益。下一步他将会在以前研发的基础
上，与厂家合作生产新农机，将专利变
为生产力，服务更多梨农。

“只要水到，肥就到了”

水肥一体化按需供给

现代化机械进果园，大大提升了
作业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而水肥
一体化的实施，提高了肥料和水分的
有效利用率，改善了果园的土壤环境，
防止了土壤板结，满足了梨树各个阶
段的生长发育需求，在提高产量和品
质的同时，还实现了节本增效。

进入薛凤梧在三路里镇的百亩梨
园，每一行梨树下都铺设着滴灌管
道，虽不起眼，但作用不小。

“三路里基地全是滴灌，滴灌虽
然慢，但在水源能保证的前提下，效
果是最好的。”薛凤梧说，三路里基
地百亩梨园的施肥作业，已经实现了

“人在泵房坐，肥随水入地”的美好
愿望。

在梨园地头，记者看到一个大水
池，还有泵和搅拌机。薛凤梧详细介
绍了这道工序的工作原理：“肥料放
进搅拌机搅拌均匀后通过泵，把肥料
压到水管中。这样，只要水到，肥就
到了，省力、省时、省钱。这样最大
的好处是施肥均匀，这是人工施肥没
法比的。”

“微喷和滴灌的效果是一样的，成
本也是一样的。只是地势不一样，所
以采取了不同的水肥一体化设备。”薛
凤梧介绍道，上王基地的水肥一体化
设备是去年花费 20 万元安装的，现在
肥料已经到位。“一年施四次肥，这两
天准备进行第三次中氮、中磷和高钾
及中微量肥混施作业”。

进入控制室，三个黄色搅拌罐一
字排开，旁边是控制台。为了减少深
井泵的压力，薛凤梧在控制室后面增

设了一个加力泵。“加力泵的作用一是减
少深井泵的压力，水出了井口，这个泵就
能把水吸过来；二是给了喷灌带足够的
压力，既能卸压，又能增压。”

而在去年之前，薛凤梧的梨园采取
的是大水漫灌式的灌溉方式。因为上王
基地位于坡地，每次浇灌，用水量很大，
地势高的地方浇不上，地势低的地方却
存了很多水，还容易造成土壤板结，且费
工。

安装了水肥一体化设备后，浇灌效
果有了质的提升。薛凤梧高兴地说：“特
别好，可以控制水量和肥量，还省工。现
在施肥我总结了三个环节 12 个字，即清
水开道、按需施肥、清水压肥，一组 4 亩
至 6 亩地一个人一个小时就能施完。然
后根据土壤墒情合理浇灌。”

在去年之前，薛凤梧采取的是撒施
颗粒肥到地里，然后浇地，肥料撒施不均
匀，利用率低，需水量还大，用工多，浇一
亩地需要 2 个人好几个小时，且根本由
不了人，水必须到地那头才能停。

“现在浇地，一人操作，非常轻松。”
薛凤梧说，下一步，他要在自己设计、安
装水肥一体化滴灌、喷灌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提升和改进系统的智能化，变人
工操作为手机设置智能操作，变地头操
作为远距离遥控操作，达到基地高端管
理智能化。

“生长期分成 9个阶段 11期”

精细化管理效益更高

农业不是凭借满腔热血就能经营好
的，也不能盲目地勇往直前，它的发展，
必须建立在科学规划和精细管理的基础
上。

2014 年，薛凤梧决定成立合作社专
心搞农业时，曾经以为“农活不用学，人
家咋干咱咋干”，但经过 10 年的摸爬滚
打，他意识到，农业生产虽受自然环境影
响，但人为因素也十分重要。在多年的
实践中，他渐渐总结、归纳、形成了一套

自己的管理模式。
“为啥我的梨好吃，因为全年 12 个

月，我把它分成了 9 个阶段 11 期，管理
更加精细了。”在薛凤梧保存的一沓资
料中，有这样一段话：“梨树的生长规
律和周期，是与阳历日期相随。所以，
科 学 掌 握 梨 树 不 同 时 段 的 不 同 需 求
和 其 生 长 的 特 点 ， 是必须了解和熟知
的基本常识。梨树的生长分 9 个阶段 11
个 期 ： 3 月 上 旬 ——3 月 中 旬 ， 萌 芽
期 ， 20 天 左 右 ； 3 月 下 旬 ——4 月 上
旬，开花期坐果期，20 天左右……11
月 上 旬 —— 次 年 2 月 下 旬 ， 休 眠 期 ，
120 天左右。以此周期，日月轮回，年
复一年。了解和掌握了这一自然规律时
间段里树体所需水、肥的生理需求，针
对性进行管理，适时浇水，合理施肥；
满足所需，营养平衡；树势强壮，优质
丰产。”

经过精细化管理，合作社主打的玉
露香梨系列取得了不错的收成，大多销
往了上海、江苏等地，且主要走高端市
场。合作社生产的玉露香梨，还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国际竞赛
优质果品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梨子成熟季节，都是客商过来直接
拉走。前年一斤 3.2 元，去年一斤 3.3 元，
今年价格应该还会走高。”薛凤梧说，合
作社成立以来，先后注册了“上王”“薛凤
梧香梨”以及以薛凤梧肖像为商标的三
个商标。绿色生产、品牌打造，是合作社
追求的目标，合作社先后获得了国家农
业农村部无公害、绿色食品认证和产地
认证。

10 年来，合作社先后建设了千亩富
硒梨示范基地和玉露香梨产销服务中
心、玉露香梨示范园、新梨七号示范园、
高枝改优嫁示范园等，建设了“区域特色
化、品种多样化、管理机械化、适度规模
化”的上王、三路里两大示范基地，其中
三路里示范基地已经初具规模，被确定
为盐湖区农业领域 3 个科技示范园之
首、盐湖区农业领域 20 个精品示范基地
之一。合作社也先后被评为区级示范
社、市级示范社、省级示范社，去年又被
评为国家级示范社。

果园机械化、水肥一体化、管理精细化，运城市盐湖区凤梧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打造打造““智慧梨园智慧梨园””新样板新样板
本报记者 范 娜 张剑冰

近年来，运城依托较好的资源优
势，主动出击、周密部署、精准施策，推
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通过争取，在建项目山西垣曲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被纳入国家“十三五”重点
能源建设项目，垣曲二期、绛县和河津
3 个抽水蓄能电站前期项目被纳入国
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
2035 年）》“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
目数量约占全省三分之一。其中，垣曲
二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在全省重点推
进的 10 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中，最先
取得核准批复。

抽水蓄能
走在全省前列

新时代，我国能源领域发展面临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分工格局等
深刻变化带来的新挑战，面临国内能
源结构调整提出的新要求，党中央要
求，要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构
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
实现碳中和。

近年来，运城持续优化能源结构，
截至一季度末，全市电源总装机容量
954.28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512.3
万 千 瓦 ，占 比 53.7%；风 电 、光 伏 、水
电、生物质电站等新能源装机 441.98
万 千 瓦 ，占 比 46.3% 。2018 年 至 2022
年，全市新能源装机从 204.5 万千瓦发
展 到 425.84 万 千 瓦 ，年 均 增 长 率 约
27%。新能源装机的不断扩大及用电
负荷增长对电网的稳定安全运行提出
了挑战，相比化学储能，抽水蓄能电站
是通过把低处的水抽到高处来蓄积能
量，待电力系统需要时再发电的水电

站，启停时间短、调节速度快、工况转
换灵活，具有双倍调节能力，是技术成
熟、运行可靠且较为经济的调节电源
和储能电源。据测算，至 2030 年，全省
抽 水 蓄 能 电 站 装 机 缺 口 约 700 万 千
瓦。

运城发展抽水蓄能电站，符合维
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促进能源清洁
低碳转型要求，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
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手段。目前，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前期项目进度在
全省推进最快。2022 年 5 月 16 日，时
任省长蓝佛安考察山西垣曲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现场并作重要指示。2022 年
8 月 10 日，全省抽水蓄能项目现场会
在垣曲召开，山西垣曲抽水蓄能电站
项目作为全省标杆现场观摩。会上，垣
曲二期、河津、绛县 3 个抽水蓄能项目
作典型发言。

强力推进项目
实施建设

加强组织领导，高效强力推进。市
县两级均成立了抽水蓄能项目领导组
和工作专班，垣曲、河津、绛县均已注
册成立项目公司。市委书记丁小强多
次深入山西垣曲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
场和指挥部，协调推进项目建设；市长
储祥好带队专程赴国网新源公司商
谈，将山西垣曲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全
部机组投运时间较可研批复时间提前
8 个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杰多
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解决问题
并作安排部署。

强化统筹调度，凝聚工作合力。经
认真梳理研究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流
程，运城市发改委明确了 43 项前期工
作事项、7 项可先行开工建设的附属
工程和 1 项关键控制性勘测工程，严
格落实“周调度、月通报、季考核”机
制，统筹协调政府、业主、设计院多方
共同发力，预可研阶段和可研阶段手
续同步推进、联合审批，市县范围内的
项目手续全部由工作专班帮办代办，
市、县工作专班多次协调气象、水务等
部门为项目资料收集提供便利。

创新建设方式，科学精准发力。垣
曲二期和绛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对外
交通道路等附属工程采取“单独立项、
地方政府与业主单位合作共建”模式，
有效加快建设进度。山西垣曲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在全省同类项目中率先采
用水电五局首台 TBM 设备“江源 15
号”进行平洞掘进开挖，与人工钻爆法
相比，更加绿色节能、安全高效，有效
缩短工期 4个月。

抢抓机遇
赋能高质量发展

抽水蓄能电站可为大规模、高比
例、基地化新能源发展提升灵活调节
能力，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电力系统不
可或缺的稳定器，是全球公认的配套
风、光等新能源开发最有效的手段。

抽水蓄能机组启动迅速，升荷速
度快，能够快速代替火电机组承担事
故备用，对供电可靠性和系统稳定起
到重要作用。抽水蓄能电站自动化程
度高，增减负荷灵活，能保证电网频率
稳定，起到调频作用。不论在哪种工况
下运行，抽水蓄能电站都可以通过改
变励磁电流来调节系统的无功出力，
具有调相功能。

抽水蓄能电站的投入运行，将改
善火电机组运行条件，减少系统煤耗，
使电力系统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减
少，起到节能减排，优化社会环境的效
果。装机容量 120 万千瓦的抽水蓄能
电站大约可使山西电网每年节约标准
煤 47.7 万吨，相应每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 125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0.4
万吨。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可改善当地交
通和生活基础设施，拉动建筑材料、电
气设备等相关产业发展，为稳增长、促
投资提供有力支撑。电站建成并网后
依托上下水库形成景观资源，带动“抽
水蓄能+康养”“抽水蓄能+文旅”等新
业态发展，将成为推动区域绿色发展
的重要抓手。

下一步，发改部门将紧紧围绕高
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优化项目工
期安排，研究解决问题，积极做好服
务，加快现有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步伐，
科学谋划布局中小型抽水蓄能电站项
目建设，以抽水蓄能项目的工作成效
助力全市能源革命综合改革，推动新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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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山西宏达钢铁集团 2×
75t/h 除盐水建设项目是河津市今年
确定的重点工程。连日来，该企业抽
调精兵强将，全力加快施工进度，项目
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山西宏达钢铁集团是一家集炼
铁、炼钢、轧钢、发电、运输、贸易为一
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主要生产高
速 线 材 、高 强 度 建 筑 用 螺 纹 钢 等 产
品。为了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该集
团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投资 3500 万
元，于去年 10 月份开始建设 2×75t/h
除盐水建设项目。

除盐水是利用各种水处理工艺，

除去悬浮物、胶体和无机的阳离子、阴
离子等水中杂质后，所得到的成品水，
不会对生产设备产生污垢，减少管道
堵塞情况发生。该项目安装高效纤维
过滤器、生水加热器、自清洗过滤器，
以及系统配套电气设备、就地仪表及
附件、仪表等，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
术，大大节约水资源，对发展水循环经
济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该集团 2×75t/h 除盐水建
设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扫尾阶段。下
一步，将加快设备安装进度，力争 8 月
份投入试生产，为企业的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作出贡献。 （史耀琪）

宏达集团 2×75t/h 除盐水建设项目

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薛凤梧用自己研发的弥雾机为梨树打药。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薛凤梧利用水肥一体化设备浇水施肥。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薛凤梧正在调制农药。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