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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夏粮生产喜获丰收

1000 多亩玉米地已播种到位，一
部分夏粮还在等待合适时机销售。提
起今年的夏收，临猗县武届家庭农场
农场主武届直言：“收获过程坎坷，但
终归有了好收成。”

武届是临猗县孙吉镇蔡高村村
民，2019 年，成立了临猗县武届家庭
农场。经过多年发展，农场置办了很
多现代化农机，他也从一个门外汉变
成了种植经验丰富的新农人。在他和
爱人的精心管理下，农场流转的 1000
多亩耕地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

“今年夏收时，虽然有阴雨天气
搅扰，但我们农场的小麦平均亩产近
500 公斤，最高亩产达 600 公斤。”武
届说，去年，农场的小麦单产最高 600
多公斤，玉米单产最高 900 多公斤，年
纯收益达到 60万元。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夏
粮实现“三增”，离不开全市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辛苦付出，更得益于各
级农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上半年，全市农业系统聚焦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千方百计稳
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产，着力提
高粮食产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全市坚持“藏粮于地”，狠抓耕地
质量提升。2023 年我市将建设高标准
农田 28 万亩，新增和恢复水浇地灌溉
面积 32万亩。截至 6月底，已完成高标
准农田 14.08 万亩，占全年任务 28 万
亩的 50.3%；新增恢复水浇地面积约
10.2 万 亩 ，占 全 年 任 务 31.9% 。完 成
2023 年度新安排 28 万亩建设任务设
计、评审、批复、招标等前期工作。

为 抓 好 种 业 振 兴 ，我 市 出 台 了
《运 城 市 种 业 创 新 攻 关 行 动 实 施 意
见》《运城市种业振兴 2023 年行动计
划》等文件，成功举办中国·新绛西葫
芦种业大会，组织开展品种试验和展
示示范工作，承担国家、省区域试验
任务 40 个区组、68 个点、426 个品种，
推荐 2023 年全省农业生产推广主导
品种 20 个，其中小麦品种 12 个、玉米
品种 7 个、大豆品种 1 个。同时，加快
推进种业基地建设，永济市、新绛县、
芮城县等 3 县被认定为省级小麦制种
基地县，新绛县为省级蔬菜良种繁育
基地，万荣县为省级中药材良种繁育
基地，永济市大象种禽有限公司获批
第二批省级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在春季、“三夏”农时，我市开展
“一喷三防”、田间管理、技术推广、灾
害预警等重点工作，投入 6585 万元对
全市 439 万亩小麦实施“一喷三防”全
覆盖；投入 1000 万元，实施 2 个部级
绿色高产创建项目；投入 590 万元，分
别在闻喜、绛县和芮城实施 3 个有机
旱作项目，建设有机旱作小麦基地 4
万亩、粮食高产示范基地 10 万亩。特

别是在夏收关键时期，全市检修调度
各 类 农 业 机 具 6 万 余 台 ，烘 干 设 备
120 余台，组织群众抢收小麦，龙口夺
食，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同时，我市持续推进黄汾百万亩
粮食优质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建设，新
建 11 个核心示范区，在水地核心示范
区力争实现亩产“吨半粮”，粮食种植
效益亩超“双千元 ”。经测产基地内
102.76 万亩小麦平均亩产 476.3 公斤，
总产 4.89亿公斤。

落实强农惠农资金 5.6132 亿元，
开展种粮一次性和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工作。全市种粮一次性补贴上报面
积为 884.9 万亩，涉及 13 个县（市、区）
154 个乡镇、61.9 万户农户；全市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面积 757.15万亩。

落实中央、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2253 万 元 ，已 使 用 补 贴 资 金
11447.358 万 元 ，补 贴 各 类 农 机 具
20174 台（件），受益农户 15703 户。开
展示范社场户培育活动，培育省级农
机示范合作社 4 个、示范家庭农场 2
个、示范农机大户 2个。

农业发展重在“特优”

炎夏，瓜果蔬菜上市的季节。供
港蔬菜种植基地的菜心也不例外。

车辆驶入尉郭、禹王等乡镇，大
片大片绿油油的露地菜田不时映入
眼帘。一大片菜地里，十几名工人正
在弯腰采收菜心。另一片菜地里，则
是刚种上不久的菜苗，一株株绿色的
小苗正沐浴着自动化喷头喷出来的
水露。

这些菜地都是夏县世邦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邦农业”）
投资的。

供港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赵兴
介绍道：“这是专门供往南方城市的
菜心，我们每个月都有成熟的菜心收
割，也有刚刚种植的菜苗。一年能种
很多茬。”

世邦农业自 2019 年成立以来，就
把培育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依托河东大地
的土地和气候资源，不断发展壮大山
西供港蔬菜基地。

上半年，为推进全市蔬菜产业发
展，我市争取中央和省级设施蔬菜发
展资金 3777 万元，创建蔬菜标准园，
发展设施蔬菜基地。截至目前，全市
共新建设施蔬菜 5155 亩，占省定任务
5500 亩的 94%，市定任务 10000 亩的
51.55%。创建省级标准园 11 个、省级
菌棒生产基地 3 个、省级蔬菜育苗基
地 1个。

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市蔬菜播种面积 45.7万亩，产量 85.82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3.2%和 6.4%。

“菜篮子”越来越绿，与我市始终
坚持以“四个农业”为抓手、做好“土

特产”文章息息相关。
上半年，我市深入实施“特”“优”

战略，壮大特优农业。聚焦“稳粮、优
果、强菜、保畜、兴渔、促药、富林”七
大产业，打好农业特色优势牌，重点
实施盐湖设施渔业、夏县供港蔬菜等

“四南四北”产业项目，打造“厚民晋
茶”品牌，建设 4 个供港蔬菜基地，种
植优质水稻 6.03 万亩，实现罗非鱼工
厂化养殖和对虾规模化养殖。同时，
大力推进万荣、临猗、稷山 3 个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和 2 个国家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项目建设，其中产业园项目 64
个，总投资 69.5 亿元，完成投资 57 亿
元；示范区项目 145 个，总投资 80.88
亿元，完成投资 45.9 亿元。实施峨嵋
岭绿色产业示范带建设项目 30 个，完
成投资 5.48亿元，完成率 49%。

我市聚焦精深加工、创新拳头产
品、提升链条价值，做强工业农业，全
力推进优质果蔬、饮品酿品、主食糕
点、中药材、肉蛋制品等五大产业集
群建设，大力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
积极争取省级资金 600 万元用于支持
我市预制菜产业培优项目(盐湖区、
永济市各两家)，以重点项目为引擎
带动全市预制菜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扶持 6 家企业继续实施 2023 年晋南
苹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夏县南
大里乡成功获批全国 2023 年农业产
业强镇。投入 957 万元对 51 家龙头企
业进行贷款贴息补助，投入 300 万元
对 6家省级示范联合体进行奖补。

1 月—6 月，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
收入完成 257.3 亿元，增长 7.74%，完
成全年任务的 45.9%；全市农产品精
深 加 工 十 大 产 业 集 群 产 值 完 成
131.26 亿元，增长 6.17%，完成全年任
务的 43.8%。

我市持续打造品质过硬、特色鲜
明、带动力强、影响力大的农业“金字
招牌”，打造品牌农业。实施农业农村
部黄河禁渔联合交叉执法，豇豆专项
治理攻坚等行动，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定量检测，完成定量抽检 3784 个样
品，完成率 46.1%。9 个县通过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双认证”，从源头
把控农产品质量。

截至 6 月底，新申报农产品质量
和品牌认证总数达 109 个，其中绿色
食品 71 个、圳品 31 个、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 7 个。新获证绿色食品 2 个，圳
品 3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1 个，新
认定山西供深基地 5个。

在 2023 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
息中，临猗苹果入选区域品牌（地理
标志）价值评估百强榜，位列第 62 位，
比去年前进 4 位，品牌价值达 53.76 亿
元；夏县西瓜品牌价值 10.68 亿元，同
比增长 18%。

在发展数字农业方面，我市与山
西云时代等公司对接，推进运城农业
信息化项目建设并加快运营。与浙江
省甲骨文公司对接，筹备“运农码”建
设，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数字服务。

同
时 ，推
进新绛国
家 数 字 设
施 农 业 创 新
应用、万荣数字
农 业 、临 猗 数 字
果业等示范基地的建设。

乡村振兴聚焦“三农”

作为全省唯一，稷山入选 2023 年
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县；

垣曲县“五星联动”创评“文明之
星”经验做法得到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芮城县庄上村被全球环境基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业农村部联合
授 予 全 国 首 个“ 中 国 零 碳 村 镇 示 范
村”称号；

……
上半年，各县捷报频传。我市聚

焦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公
共服务提升、农村综合改革等，多渠
道争取中央、省级资金 14.72 亿元，全
方位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落脚点在“三农”。
上半年，我市全面推进现代农业

强市建设。
我市持续开展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行动，深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利
用，已完成肥料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

“三新”示范 18.04 万亩，积极打造小
麦、苹果、桃、黄芩 4 个省级高标准病
虫绿色防控示范基地。

加快发展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
要内容的社会化服务，指导稷山县、
新绛县珍粮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做
好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推
动农业生产托管扩面提质增效，目前
完成托管服务试点项目面积 32 万亩，
达到全年任务 90%。

同时，争取资金 1420 万元，在新
绛 县 、平 陆 县 开 展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项
目；实施 97 个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
备配套建设项目，目前已开工 94 个，
完工 17个。

上半年，我市持续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

举办运城市壮大村集体经济组
织暨乡村资产数字化服务平台业务
专题培训班，进一步提高相关人员的
业务水平和业务素养。积极对接市行
政审批局数字服务中心，确保运城市
农村宅基地数据安全、准确、顺利上
传至平台。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农
民土地承包关系。指导绛县横水镇居
太村做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 30 年试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合
同签订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各县申
报 2023 年延包试点工作。

积 极 开 展“ 清 化 收 ”工 作“ 回 头

看 ”，全 市 2173 个 行 政 村
共清理整治各类不规范

合同 5.64 万份，通过清
理 合 同 增 加 集 体 收

入 11435.13 万 元 ；
化 解 各 类 债 务

31578.71 万
元，清收债权

9482.07 万 元 ；
新增农村集体资

产收费增加集体收
入 2472.18万元。

与 浙 江 大 学 合 作
举办运城市农业农村系

统干部“千万工程”暨农业
农村重点项目管理培训班，

现场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印发
《运城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运
城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等文件，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污水治理、垃圾
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容村貌
整治提升“五大行动”，全面推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截至 6 月底，全市共清理农村生
活垃圾 10.14万吨，清理村内河渠沟塘
垃圾和淤泥 0.95 万吨，清理畜禽养殖
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2.1万吨，清理
拆除“六乱”建筑 5399 处，村庄绿化
58.17 万平方米，改造农村户厕 4743
座，完成 27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发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 28.61
万人次，财政投入专项资金 2518.56万
元，社会投入资金 1155.77 万元。推荐
临猗县王寮村等 8个村申报 2023年山
西美丽休闲乡村。

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组织开
展全市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观摩推进会，
分别对河津市西磑村、张家巷村，稷山
县姚村和新绛县天地庙村的乡村治理
进展情况进行学习借鉴，充分发挥示
范村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作用。

上 半 年 ，我 市 不 断 做 好 农 民 收
入、素养提升工作。

坚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发
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
主 体 ，加 快 健 全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体
系，把小农户服务好、带动好。

做实做深村级集体经济“1+4+
N”工作体系，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截至 6 月底，全市 2173 个行
政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总 额 39480.48
万元（不包含补助收入）。全市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村有 891
个，占总村数 41%；其中收入 100 万元
—500 万 元 村 46 个 ，500 万 元 —1000
万元村 5个。

全市 23 家合作社被评为国家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占全省 1/4。新绛县
万安仙果品专业合作社、临猗县征腾
家庭农场成功入选全国第四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组织开展第
九批市级龙头企业申报工作。

推动农民素养提升，争取部省高
素质农民培训人数 9800 人，目前正在
遴选培训机构。

上 半 年 ，我 市 坚 持 以 农 民 为 主
体，以农村实际为出发点，试点先行、
以点带面、循序渐进，全面推进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各项
改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我市
2022 年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
核被评为优秀，位列全省第一方阵。

本报讯（记者 范 娜）为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部署，促进全市
三普工作全面铺开。7 月 27 日，我市召开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培训会。各县（市、区）三
普办技术负责人、土肥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市三
普办全体人员 60余人参加了培训。

搞好土壤“三普”是今年乃至今后三年土肥
部门的工作核心，是党中央、国务院保障粮食安
全和耕地质量保护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发展现
代农业的必然要求，是一项必须按时保质量完
成的政治任务。

会议从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积极争取工作经费；强化培训、建好队伍；积
极与相关部门对接，做好基础数据收集工作；配
备必要的防护设施，确保野外作业安全等方面
作了详细部署，要求各县（市、区）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做好组织领导、经费保障、技术培训宣传
引导、质量控制及安全保障等工作，确保今年任
务顺利完成。

会议邀请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孟晓民和正
高级农艺师武建华讲解了土壤普查相关技术标
准及规范。两位专家的授课内容条理清晰，贴
近实操，对参训人员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
识和技术规范有较大帮助。

会上，各县（市、区）汇报了工作进展，试点
县进行了工作经验交流发言，对展开外业调查
取样工作进行了研讨。

我市召开第三次
全国土壤普查技术培训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星星）今年上半年，
面对市场需求偏弱、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下
跌、骨干企业利润严重下滑等不利形势，我市积
极出台相关政策，提振企业信心，推动经济平稳
增长。

据了解，我市通过细化分解任务、压实各县
（区）责任、每月定期召开运行分析会等多种方
式，加大运行监测力度，实现了全市工业经济平
稳运行。1 月—6 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4.6%，高于全省 0.7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0.8个百分点，排名全省第三位。

我市 1月—6月
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

本报讯（记者 朱 姝）骄阳似火，酷暑难
挡。近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给一线工人带来不
小的“烤”验。近日，盐湖高新区管委会开展“夏
日送清凉”慰问活动，持续做好高温作业劳动保
护工作，保障奋战在一线工人的健康安全，确保
施工进度顺利推进。

管委会工作人员一行来到水泵产业园，看
望慰问项目建设者，为他们准备了饮料、防暑药
品、西瓜等清凉物资，感谢他们不畏酷暑、坚守
岗位，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付出辛勤劳动，叮
嘱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人员特别强调，
各项目负责人要高度重视防暑降温工作，坚持
以人为本，关心关爱在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广大
劳动者。要结合各单位实际，科学合理安排作
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
间，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轮换班次，把防暑降温
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确保一线工作
人员平安度夏、健康度夏、清凉度夏。

盐湖高新区：
送清凉 抵“烤”验

本报讯 7 月 25 日，河津市在中央财经大
学举行首批会计领军人才培训班开班仪式，这
是该市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加快“重回百强”步伐的重要保障。

据了解，参加此次培训的 50 余名会计领军
人才是从该市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财务骨干中
层层选拔出来的，平均年龄 35 岁，其中注册会
计师和高级会计师占比 23%。培训时间从 7 月
25 日至 29 日，为期 5 天，培训内容包括国有资
产盘活与处置中业财融合税收处理、新预算法
重点难点解读、财政部《管理会计应用指引》规
划解读、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财政绩效预算编
制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企业经营中的风险管
理要点、新时代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解读与实务
等。

此次培训按照因材施教、学用结合的原则，
采取集中培训与在职学习实践相结合、课堂教
学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通过系统化
的培养造就一批“领头雁”，辐射带动会计人才
队伍整体的转型升级，助推行业和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

近年来，河津市围绕“产值过千亿、经济回
百强”的战略目标，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持
续深化省校合作，积极构建“政策引领、科技赋
能，金融助力、人才支撑”的发展格局，为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史甜甜）

河津市：
首批会计领军人才培训班

在中央财经大学开班

农业经济 稳中有进
——2023年上半年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范 娜

上半年，全市一产增加值
完成 125.1 亿元，增速 3.2%，总
量全省第一，增速全省第三，超
全省平均增速 1.3个百分点；

一 产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41.5 亿元，增速 22.4%，增速和
总量均在全省排名第一名；

全市夏粮喜获丰收，收获
面积 439 万亩，比去年增加了

17.8万亩；
……
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建设

现 代 农 业 强 市 为 目 标 ，按 照
“12346”工作思路，突出“三个
聚焦”，狠抓推进落实，全市农
业 农 村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平 稳 向
好，重点任务稳步推进，各项工
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上图：河津市黄河滩涂夏粮丰收（资料图片）
左图：永济伍姓湖农场玉米大豆种植作业
下图：夏县世邦农业供港蔬菜种植基地工人

在收割菜心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