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经·广告 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E-mail：ycrbjjxwb@126.com

中共运城市委主管主办 社址：运城市河东东街 3969号 邮政编码：044000 电话：总编室 2233336 发行部 2233450 广告部 2233411 广告许可证：1427014000001 全年报价：448元 运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厂址：运城市老东街116号

近日，我市举行“助力乡村振兴合作签约
暨‘兴农卡’首批客户授信仪式”。市供销社、
农业银行运城分行、百国百业股份有限公司三
方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正式签约，并联名为全市
农业各类经营主体发放千亿规模的资金授信。

此次发放力度之大、资金规模之多，在我
市农业农村发展历史上是少有的，开创了我市

“政银企”合作的新局面，促进我市乡村振兴实
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市供销社
不断整合资源

近年来，市供销社围绕提升为农服务能力
和水平，在服务乡村振兴、加快推进我市农业
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供销作用。

据了解，此次“政银企”三方合作，是在社
会责任和目标愿景高度一致基础上实现的优
势互补、良性互动。在深入推进三方合作的过
程中，为充分发挥金融助力农业产业发展的关
键作用，农业银行运城分行特别开发了“兴农
卡”产品，按照“供销社+银行+系统企业”三方
合作的模式，对全市供销社系统的加盟企业，
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以及百国百业公司产
业链、供应链上的合作企业、农户、果库经营者
等进行较大额度的授信，并给予一定利率优
惠，有效满足其生产经营方面的资金周转融资
需求。同时，农户和生产经营者今后使用“兴
农卡”在乡镇综合商贸中心购买农资和其他商
品时，还会享受一定的价格优惠。

“此次‘政银企’三方开展战略合作，为农
户、涉农企业搭起了银企合作的桥梁，标志着
我市‘生产服务+供销服务+信用服务’三位一
体综合合作再上新台阶。”市供销社负责人说。

农业银行运城分行
持续加大有效金融供给

农业银行以国家信誉为保障，以完善的渠
道、丰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坚定做好服务

“三农”的国家队、主力军。
近年来，农业银行运城分行推出苹果、香

梨、油桃、樱桃等 11 个果品贷，为果农累计投放
23 万笔 63 亿元。推出西红柿、辣椒、乳瓜以及
南菜北种特色菜品贷款，为蔬菜种植户累计投
放 14220 笔 4.33 亿元。重点支持设施大棚、种
子育苗等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为 7000 余名
合作社社员授信 7.5 亿元。围绕农产品运输发
放运输贷，累计支持 2527 户授信 1.09 亿元，先
后支持畜牧农户 30 户累计授信 3901 万元，为
芮城东垆、万荣贾村、临猗北辛“三品一标”等
特优产业基地内的农户、经营主体累计投放贷
款 3 亿元，全行 16 家支行农户贷款近三年累计
投放超百亿元。一个个数字，见证着农行正在
以实际行动为运城农业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
水”。

据了解，此次授信，首批客户代表覆盖了
13 个县（市、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果库、冷
链储存、农资供应、电商服务等多种业态，授信
金额超亿元。这些客户代表也是农业银行今
后将要服务的千千万万客户的缩影。

百国百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强农产品区域流通竞争力

百国百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全市规
划建设七十个乡镇综合商贸中心，畅通工业品
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流通渠道，推动乡镇商业体
系高质量发展。

乡镇综合商贸中心项目的核心功能有三
大板块：

供和销。帮助农民把农副产品以更好的
价格卖出去，再把货真价实的生产资料买回
来。惠农服务。包括农业技术培训、农机租赁
服务、再生资源回收等等。便民服务。该项目
将会与邮政、电信、物流、金融、保险、医疗卫
生、特色餐饮等单位合作，为农民提供更加便
利的社会化服务。

这 70 个乡镇综合商贸中心的建设落成，将
会是各个乡镇的地标性建筑，让农民在家门口
也可以享受城市里的商品品质与购物环境，缩
小城乡差距。

同时，随着这 70 个乡镇综合商贸中心的建
设落成，将会在全市形成一个规模化、标准化
的供销网络和专业化的农产品交易市场，从产
业链的供给端发力，帮助农民增收。

“政银企”联动协作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余 果

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做出股
东决定，拟分立为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运城新城顺
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分立形式为存续分立。分立后运城新城鸿宇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存续公司。分立前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10500 万元，分立后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8500 万元，运城新城顺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原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由分立
后的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运城新城顺浩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承担，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8日

关于运城新城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分 立 公 告

省 道 S239 线 陌 南 镇 至 解 州 镇 段
（K57KM+900M 至 K77KM+400M） 道路施
工改造，路线全长 19.5 公里，因工期延长，
为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于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对该路段实施全幅
封闭，封闭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
现将绕行路线通告如下：

一、普通客货车辆及小型车辆绕行路线
通往芮城方向：呼北高速或自解州镇进

入 521国道；
通往盐湖方向：呼北高速或自芮城县进

入 521国道；
二、危化品运输车辆及剧毒危化品运输

车辆
通往芮城方向：自解州镇

进入 521国道；
通往盐湖方向：自芮城县

进入 521国道；
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提早做

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行驶路
线，因道路施工给您造成的不
便，敬请谅解支持。

特此通告

运城市公安局
2023年7月28日

通 告
临猗县恒大职业培训学校，法定代

表人：路永宽，现申请注销民办学校办
学 许 可 证 （人 社 民 140821500000005
号）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140821MJ1928299D），如有债务债权
人请在 6个月内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15110483655
临猗县恒大职业培训学校

2023年7月28日

注销公告

闻喜县铭爱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40823325737828），依据《民办非企业
单位等级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经理事
会决议注销并清算，现已成立闻喜县
铭爱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清算组，请
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到
闻喜县铭爱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办理
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闻喜县铭爱残疾人职业培训学校
2023年7月26日

注销公告

● 吴 鹏 （ 身 份 证 号 ：
140829200108160035）不 慎 将 东 方 驾 校
开具的报名款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推门见山，树木葱茏；千年古
村，赫然在目。

古村落与露营基地，明清古建
筑与农家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
农耕民俗文化研学基地……在多种
元素交融中，稷山县西社镇马家沟
村展现出农文旅融合的新气象、新
图景。

绘就新图景，当然离不开人的
力 量 。 在 马 家 沟 村 ， 村 干 部 、 村
民、企业家共同发力，构建乡村旅
游发展新格局。

守故土 寻乡愁

驱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山
里，风动，影随；道旁，柳斜，路
转。小亭子里，游客们正喝着山泉
水冲泡的茶，吃着农家饭，唠着家
常，无比惬意。

古村落的风致，框在了马趵泉
的图景里。

这场景，搁在几年前，村里人
可不敢想象。

马趵泉是个自然村，由稷山县
西社镇马家沟行政村所辖，地处西
社镇北部山区，北依蟠龙山、南临
栖 凤 岭 ， 是 第 三 批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
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第五批
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山西省首批
3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

可 追 溯 至 隋 朝 末 年 的 悠 久 历
史 、 独 特 的 山 中 石 头 村 、 八 大 景
色、四大自然奇观以及随处可见的
特 色 ， 绘 就 了 马 趵 泉 村 的 神 秘 底
色，也让农文旅融合发展有了依托。

可是，在山村里发展旅游产业
并不容易，必须有先行者。

马家沟村村会计韩彬彬就是这
些先行者当中的一员。

“我之前跟妻子在镇上打工，生
活 还 算 过 得 去 ， 但 总 是 感 觉 很 焦
虑、很浮躁。我是马趵泉人，近几
年村里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我觉得
前景非常可观，就回来把村里的老
房子重新修整了一下，开了一家农
家乐，起名花田酒地。”韩彬彬说。

花 田 酒 地 的 位 置 优 势 十 分 明
显，游客一走出停车场就会看到。

几十年的老房子用泥浆重新粉
刷，再用茅草、石碾、盆栽、爬山
虎等进行装饰，显得趣味盎然；

院子里设置了两处凉亭，老旧
的门板经过翻新，成了吃饭、喝茶
的桌子，用以招待来往的游客，体
现出主人的巧思；

不设院门，没有门锁，院子口
摆放着两个小黑板，整整齐齐地排
列着每日菜单，尽显主人的好客之
情；

厨房里，韩彬彬的妻子忙得不
亦乐乎，制作着可口的农家饭……

“刚回村的时候，很多朋友不理
解。我也犹豫过，没有游客来，该
怎么办。但我喜欢村里的生活，开
农家乐是我的梦想，我希望早点实
现。我自己设计、自己搭建，同时
将修建流程通过自媒体平台记录下
来，网友都很喜欢看。”韩彬彬告诉
记者。

事实证明，游客喜欢马趵泉村
的风景。去年 5 月试营业期间，韩彬
彬店里几乎天天爆满，游客对饭菜
的评价好，对马趵泉的生活很是向
往。

韩彬彬做农家乐，是梦想、是
情怀，更是带动村里旅游产业发展
的责任。

“我们村干部不带头，就没有村
民 做 ， 村 里 的 旅 游 业 就 发 展 不 起

来。”韩彬彬表示。
目前，马家沟村建有 1 个大型户

外露营基地、4 个农家乐、2 个特色
民俗文化研学基地、1 个农耕民俗文
化研学基地，修缮了百年古宅“光
裕 堂 ” 和 省 级 爱 国 教 育 基 地 。 去
年，村里接待游客量达 5 万人次，消
费额达 500余万元。

花7年 修古宅

光裕堂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一
座具有 300 多年历史，承载了爱国主
义文化、民俗文化的明清古宅。但
在听了光裕堂主人韩玉太先生声情
并茂的讲述后，就会发现这座古宅
所承载的情怀更令人感动。

光裕堂寓意“光大志向、裕丰
万代”，是韩氏宗族的祖庭，也是马
趵泉村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其建
筑 风 格 融 合 了 南 北 方 的 建 筑 特 色 ，
辅 以 青 砖 匾 额 ， 更 添 韵 味 。 过 去 ，
韩氏家族兴旺时期重大议事都在此
院举行。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古宅破落
了。到韩玉太这一辈，院落已经不能
住人，韩玉太一家也搬迁到了县城附

近的移民安置小区。
修房子，韩玉太之前从未想过，

可他禁不住父亲的“唠叨”。
“刚开始我不想修，父亲就骂我

是败家子。骂得多了，我逐渐感受到
他对这个事很重视。我想，这可是老
父亲一辈子的愿望啊，便决定修。”韩
玉太说道。

从 2016 年开始，韩玉太着手修缮
这座古宅。

资金不够，他就打工赚钱，赚一
点、修一点；房墙塌了，他就到处搜罗
石头、木料，慢慢砌、缓缓修；光修好
房子还不够，他将爱国主义文化、民
俗文化融合进去，提升古宅的文化厚
重感。

“我修着房，父亲坐在坡上看着，
那时他脸上洋溢着幸福，我一辈子也
忘 不 了 。 房 子 修 好 了 ，父 亲 不 在 世
了 ，但 他 走 的 时 候 没 有 遗 憾 ，很 安
详。”韩玉太感慨地说着。

历时 7 年，花费近 60 万元，光
裕 堂 终 于 在 今 年 5 月 2 日 对 外 开 放
了。

韩玉太告诉记者，其父亲韩文文
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对党的感
恩 、对 祖 国 的 热 爱 ，是 他 一 生 的 坚
持。在光裕堂修缮的过程中，爱国主

义文化是绝对不能割舍的。为此，韩
玉太专门设置了红色展厅。展厅内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名为《我父亲的
老战友——李玉山》的宣传画板。

“李玉山是我父亲的老战友，今
年 95 岁。当他得知我要将光裕堂打
造 成 爱 国 文 化 传 播 基 地 时 ，非 常 感
动。尽管行动不便，他还是在家属的
陪同下来到村里，在展厅拍了照片，
表示对我这份事业的支持。”韩玉太
告诉记者。

7 年的坚持，韩玉太实现了父亲
的愿望，继承并弘扬了家族文化，也对
传统文化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敬畏。

如 今 ， 光 裕 堂 修 好 了 ， 开 放
了。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
人来体验，是最迫切的事情。

目前，游客前来光裕堂参观目前
免费。“赚钱不是着急的事情，先把
知名度打开，把光裕堂宣传出去，游
客多了，自然而然就能盈利。”韩玉
太说。

给支持 助研学

犁、耙、推板……传统农具启
发游客感受农耕文化和智慧；

缝 纫 机 、 月 饼 模 具 、 织 布 机
……老物件串联起我们对旧时光的
记忆；

投壶、刻纸、石碑拓片……以
寓教于乐的方式将传统手艺进一步
传承。

这是马家沟村农耕民俗文化研
学基地 （以下简称“研学基地”）。

研学基地内，不少游客在参观
体验。只见一位 5 岁的小朋友，在工
作人员的指导下，手持小刻刀，一
比 一 划 地 刻 纸 ， 纸 的 碎 屑 掉 了 一
地，不一会，龙的形象出现了。小
朋友脸上笑开了花，立即将作品向
其父母展示。

“ 研 学 基 地 是 今 年 5 月 份 开 业
的，前来体验的游客很多，大家对
这里的老物件特别感兴趣，尤其是
小 朋 友 ， 来 了 总 要 自 己 动 手 玩 一
玩。”冯战姣说。

冯战姣是村干部，也是研学基
地的工作人员。在她的介绍中，记
者了解了研学基地的创建过程。

近年来，凭借独特自然风光和
人文资源优势，马家沟村按照“项
目为要、文化为媒、产业为介”的
发 展 思 路 ， 推 进 农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
致 力 于 打 造 集 旅 游 观 光 、 休 闲 养
生、果蔬采摘、民俗体验、亲子游
乐等于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

薛 强 是 马 家 沟 村 村 委 会 委 员 ，
他 在 稷 山 县 城 开 了 一 家 广 告 公 司 ，
生意不错。为了响应村里发展旅游
产业的号召，他计划自己投资，打
造一家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研学基
地，为马家沟村旅游产业贡献力量。

做研学基地得要有场地，场地
从哪里来？这让薛强犯了难。

马 家 沟 村 村 “ 两 委 ” 得 知 后 ，
积 极 为 薛 强 出 谋 划 策 。 多 次 讨 论
后，村“两委”决定将村委会大院
和一楼办公室以每年 8000 元的价格
出租给薛强。

场地有了着落，薛强紧锣密鼓
进行装修和设计，共投资了 30 余万
元。他走街串巷，“淘来”众多老物
件 ， 引 进 了 多 项 传 统 工 艺 体 验 项
目，提升游客满意度；他雇佣村里
的 妇 女 ， 在 研 学 基 地 提 供 游 客 接
待、项目讲解等服务，为村里提供
了数十个就业岗位。

“ 研 学 基 地 刚 开 业 还 未 实 现 盈
利 ， 所 以 我 们 现 在 工 资 不 高 。 但
是，能把村里的文化宣传出去，让
更多的人知道马家沟村、了解马家
沟村，来马家沟村游玩，把村里的
旅游产业做大、做强，这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冯战姣说。

据了解，研学基地目前可以免
费体验，后续将根据实际运营情况
收取每人 10元的体验费。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宣
传 面 、 提 升 知 名 度 ， 等 游 客 多 了
后 ， 我 们 将 打 造 厨 房 ， 接 待 旅 游
团，增加项目的收益。”冯战姣说。

除 此 之 外 ， 为 打 造 以 旅 兴 农 、
以农促旅、文旅结合、城乡互动的
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马家沟村还
做了很多努力。

为了能给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马家沟村村“两委”从年初就
开始规划，对整村的人畜饮水、污
水管网、街巷护坡等基础设施进行
提升改造。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
力度，规范运营管理，发挥农文旅
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让更多
的村民和游客参与其中，实现真正
的农文旅融合、景村共荣、景带民
富。”马家沟村党支部书记裴玲红表
示。

稷山县马家沟村紧抓乡村振兴新契机，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古村落展开新图景
见习记者 李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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