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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下旬，在临猗县庙上乡，今年的冬枣
采摘季刚刚结束，枣农们正忙活着两件事——

升级大棚设施，培育新动能；
旅游买房购车，犒劳下自己。
今年的冬枣，受气候影响产量虽然有所下

降，但行情却较往年更好，枣农收入仍然稳中有
升。

临猗县是全国三大冬枣主产区之一，也是
全国最大的优质鲜食枣生产基地。全县枣树栽
植面积 20 万亩（18 万亩为冬枣），鲜枣年产量 3
亿 余 公 斤 ，总 产 值 22 亿 元 ，占 农 业 总 产 值 的
22%，冬枣已成为该县农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增
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近年来，临猗县通过培育发展枣业，促进农
民增收和农业增效。收入逐年攀高的枣农，对
产业发展信心强、预期高，敢投资、敢消费，特别
是每年采摘季之后的消费潮，远近闻名。

发展冬枣产业，已经成为临猗县培育扶持
优势产业，持续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鲜活案
例。

冬枣富民——

敢花钱

今年 38 岁的庙上乡南贯底村村民李魁，是
被冬枣改变的众多临猗人中的一个。

十余年前，因为冬枣产业的兴起，原在上海
打工的他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成了专职枣农。

近年来，李魁采用“以地养地”、分批投资的
办法，将原来的大田冬枣升级成竹竿棚设施冬
枣，后来升级成钢架单膜棚，现在又考虑升级
成更高级的钢架棉被棚。他还承包了其他村民
的 12亩枣园，改造成水泥桩棚。

老百姓挣钱不容易，花钱更谨慎，只有真
正看到了效益，才会持续投资。

设施越高级，冬枣上市就越早、价格就越
高，最早上市的一公斤三四百元，最迟的一公
斤只有几元。当然，设施越高级投资也越大，
从遮雨棚到竹竿棚、水泥桩棚，再到钢架单膜
棚、双膜棚、棉被棚，最后到最高级的地坑暖
棚，一亩地的投资从几百元到十几万元不等。

这几年李魁最大一笔开销，要算去年在县
城购房了。138 平方米，每平方米 4800 余元，
首付 25万元，剩下的做了 15年的分期。

种枣获利后到城里买房买车，在庙上不算
新鲜。卖完枣后，村民们相约到城中看房，组
团买下一个单元的段子大家都在传。李魁说他
们村在村里干的人 80%都在城里买了房，而和
他同一年龄段的 12个人也全都在城里有了房。

“ 就 在 大 巷 中 间 ， 门 口 停 着 一 辆 奥 迪 轿
车。”顺着主人电话中的提示，记者顺利来到
隋建国的家中。

临猗县富硒大枣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庙上乡胥村村民隋建国是临猗枣业的名人，被
公认为冬枣产业的“播火者”。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隋建国就开始学
习枣树种植技术。他去过当时的山西省果树研
究所及国家枣种质资源圃等科研机构，曾经在
一家研发机构边干边学了整整一年。

“花钱嘛，学东西怎么能不花钱呢，可坐
在家里怎么能知道别人的好技术啊！”隋建国
说这辈子最重要的投资是投在自己身上，“之
前啊，甜瓜、西瓜、葡萄、油桃、苹果，折腾
了个遍，啥也没弄成，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不
投资自己学习技术不行啊。”

学成回乡，隋建国先试种示范，成功后又
给村民传播并免费提供接穗、种植技术，直接
推动了当地冬枣产业的发展。

这几年，他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选育
“临冬 2 号”冬枣新品种。“新品种含糖量更
高、口感更脆爽，经济效益更高、劳动强度更

小，目前新品种的审核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
们 这 儿 种 了 30 年 冬 枣 ， 一 直 用 的 是 外 地 品
种，这是临猗县第一个冬枣新品种，所以取名
叫‘临冬’。”讲着关于冬枣的点点滴滴，隋建
国的眼中闪烁着光芒。

消费金额从日常小笔开销向车、房等大额
支出扩容，消费场景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投资方
向从生产经营向个人成长迭代，在枣农们敢消
费、敢投资的背后，是红红火火的产业。

枣业振兴——

能挣下

站在庙上乡的道路上向两边远望，连片冬
枣大棚铺向天际。棚中，采摘之后的枣树，如战
胜归朝的将军，一根根枝条高高挺起。

临猗县战军鲜枣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庙上乡胥村村民李战军，正在棚里指导工人施
肥。枣农惜树，每每采摘期结束，就要尽早给树
补充营养。

看到栽植冬枣能挣钱，李战军就到邻村承
包了 30 亩地，每亩投资 6 万余元建成了地坑暖
棚，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自动温控系统、自动
放风卷帘等设备应有尽有。

“根据天气预报，我在手机上设定好湿度和
温度，到时候就可以自动放风卷帘了。施肥喷
药更方便，在手机上点一下，10 个大棚 45 分钟
就喷完了，原来得整整干两天。”李战军说。

看到冬枣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强劲，他又到
相邻的永济市卿头镇关家庄村承包了 380 亩土
地，建成设施枣园，成为规模最大的种植户。

从小户到大户，从个体经营到成立合作社
引领更多村民，从本村本乡种植到向周边县市
延伸——众多的“李战军”，推动着“临猗冬枣”

以庙上乡为圆心，不断向四周辐射发展。
庙上乡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

大，盐碱地很多，非常适合冬枣生长。当地所
产冬枣果型饱满、汁水丰富、口感脆爽，广受
市场好评。再加上近年来推进设施枣业发展，
全 乡 冬 枣 种 植 面 积 稳 定 在 10 万 亩 左 右 。 其
中，设施冬枣种植面积达到 8万亩。

今年的采摘季，走进庙上乡张庄村的临猗
县特贡冬枣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特贡专业合
作社），一台大型枣子分选线轰隆作响，不同
大小、红度、含糖量的冬枣随着传送带向前移
动，被分选成五六个等级。

“这台枣子分选线是庙上人段龙刚与我们
合作社今年合作投资的，花了 200 余万元，是
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选枣设备，全省现在也只有
这一台。”说起面前的分选线，特贡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徐银峰脸上挂满了笑容，“今年上了
这台分选线后，效果很明显，永辉、百果园等
大型商超和平台都找上门和我们合作了。”

打入高端市场、进入大型商超，一直是临
猗冬枣人的梦。这两年，庙上乡也有人尝试，
但总因为分选标准不达标铩羽而归。

这台分选线，每小时可分选冬枣三四千公
斤，不仅大幅提高了效率，精细化程度也更
高。在控制中心的电脑屏幕上，每一颗冬枣的
形状、糖度、大小、红度及是否有碰伤、晒
伤、药害、虫害、开裂等信息飞速闪过。根据
不同的标准，分选线最多同时可以进行 8 个等
级的分选。

精细分选意味着更高回报，同样的等级，
每公斤冬枣价格要比普通分选的高 4元钱。

杨燕果家住永济市开张镇石桥村，见到她
时，她正在特贡专业合作社打工。“家里种着
十几亩的冬枣，每当地里活忙完，我就到这里
打工，一天能挣 200 块钱，也算多份收入，十
几年了都是这样。我们村离庙上乡只有十几里

路，村里很多人都来这边打工。”她说。
如今，庙上乡的冬枣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链条，链条上不仅有众多种植户和种植专业
合作社，有以段龙刚为代表的加工销售环节投资
人，还有人数更多的务工者。不管身处产业链条
哪个位置，他们都分享着整个产业发展的红利，

“能挣下”成为他们共同的感受。
“庙上乡 90%的土地种植着枣树，90%的农

民从事着枣业，农民 90%的收入来自枣业，枣业
已经成为庙上乡的核心产业、支柱产业。同时，
枣业还直接拉动了服务业和务工经济的发展，乡
里街道上的商铺就有 400 余家，每到采摘季，来
这儿务工的外来人员就将近两万人。”临猗县委
常委、庙上乡党委书记段存乾介绍说。

枣有支撑——

可持续

今年 6 月 18 日，山西临猗第五届鲜枣文化节
在庙上乡的鲜枣园开幕。开幕式上，枣产业国家
创新联盟授予临猗县“鲜枣生产 4.0 先行先试示
范区”荣誉称号。同时，临猗县还与山东省滨州
市沾化区、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共同组建了“中
国优质冬枣产地联盟”。

临猗冬枣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近 年 来 ， 临 猗 县 立 足 县 域 鲜 枣 的 种 植 优

势，全方位推动‘南果’发展战略实施，制定了
全省首个‘设施冬枣生产技术规程’，大力推广
实施六项鲜枣高新管理技术，科学规范‘临猗冬
枣’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管理，成功申报‘临猗冬
枣’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不断做优做强鲜枣产
业。如今，冬枣已经成为全县继苹果之后又一新
的支柱产业。”临猗县林业局局长杨虎说。目
前，临猗冬枣除了销往北京、上海等国内市场

外，还出口到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十余个
国家和地区。

为解决产业发展融资难题，在临猗县委、县
政府的推动下，当地各大金融机构业务跟着产业
链条走、跟着市场需求走，纷纷开展“整村授
信”工作。

“不用担保，信用贷款最多就可贷 30 万元。
被评为‘信用村’后，利息可以降至 5 厘左右。
我们还提供上门服务，最快半小时就能完成授
信。”临猗农村商业银行庙上支行行长谢晋泽
说，“老百姓拿到授信卡后，用钱才会产生利
息，不用就没有利息，相当于给老百姓准备了一
个产业发展备用金。”

对于临猗农村商业银行而言，在庙上乡的工
作绝不仅仅是揽储和放贷。今年 9 月 26 日，“临
猗枣王大赛”在庙上乡举办，这是该行第二年赞
助支持这项活动。谢晋泽说起庙上乡的冬枣种
植，大户有哪些、主要栽植品种、目前设施水
平、近几年发展趋势等等，如数家珍。

“在 庙 上 ， 临 猗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不 仅 提 供 贷
款，还深度介入产业的发展，既当‘管家’又当

‘保姆’，遇上自然灾害，他们还会主动为种植户
降利延期，实现合作共赢。”段存乾在一旁补充
道。

截至目前，仅临猗农村商业银行庙上支行一
家，在庙上乡的贷款余额就有 2.5 亿元，存款余
额 5.6 亿元。目前该行已为 3890 户农户授信，数
量 占 全 乡 农 户 的 73%； 今 年 新 增 授 信 农 户 510
户，新增贷款 8400 万元。

除了农村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新田村镇银行等金融
机构，也都在庙上乡开展各项业务。

每年 6 月到 10 月是冬枣采摘季，在庙上乡，
运枣的车辆车水马龙、收枣的客商络绎不绝、装
枣的群众忙前忙后。随着网络销售的兴起，各大
快递公司也纷纷入驻庙上乡，有的公司甚至实现
了村级网点全覆盖。

采访当天，特贡专业合作社正在为广东省东
莞市一家商超收货。当天收货，即刻分选，然后
放进冷库“打冷”，次日通过专用冷藏车运输发
货，这已是当地冬枣外运销售的常规操作。

如今，临猗县拥有涉枣企业及合作社 300 余
家，在全国设有 1000 多个销售网点。临猗鲜枣
种植面积占全国鲜枣面积的 16.3%，排名第三，
产量占全国鲜枣总量的 26.2%，排名第二，全国
鲜枣市场占有率达 25%。

发展冬枣产业，已然成为庙上乡乃至临猗县
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成功
案例。如今——

培育本土新品种、发展富硒冬枣的隋建国，
关注着技术更新；

将发展冬枣的战场铺到县外的李战军，实施
着规模扩张；

嵌入冬枣发展内部的临猗农村商业银行，探
索着产业如何与金融共赢；

临猗县委、县政府，则正出台一系列措施，
全力推动着冬枣产业的标准化及品牌化；在临猗
冬枣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今年新建的配备增温
集热系统、智慧物联网等先进设备的智慧设施大
棚，正试验着如何将上市时间再往前提；

……
冬枣主产区百姓敢消费、敢投资的背后，是

人们对产业发展的强信心和高预期。更深层的，
则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通过发展产
业，从源头破解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新课题的双
向奔赴和良性互动。

政府“有为”，就要在市场不愿做、做不了
的公共事务上，不断拓展“可为”服务的边界。
市场“有效”，就要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实现生
产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市场主体独立有活力、科
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投资、消费、增收，再投资、再消费、再增
收……在蒸蒸日上的冬枣产业带动下，扩大内
需、拉动消费的循环链条正螺旋式向上发展。

扩大内需的“ 冬枣逻辑”
本报记者 陈永年 王新欣 解世忠

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本报讯（记者 余 果）近日，市品牌战略工程领导小组
办公室公布了 2023 年“运城品牌”获奖企业名单，来自我市 6
个行业的 30家中小微企业获得“运城品牌”称号。

今年，市品牌战略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了“运城
品牌六五行动”计划，旨在加大“运城品牌”培育力度，增强“运
城品牌”发展能力，通过公开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形式，从
工业、农业、服务业、电商、非遗、专业镇（产业链）6 个行业中
各评选出 5 家中小微企业，以一对一政策帮扶、质量提升“一
企一良方”、资金奖励等形式，全力打造“品牌企业”。经过不
懈努力，30 家企业的质量管控、品牌培育、企业文化、知识产
权体系都有了长足进步。为此，市品牌战略工程领导小组办
公室授予这 30 家企业“运城品牌”称号，授权使用“运城智造”
区域公用品牌。

下一步，市品牌战略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按照“企业申
报、第三方评选、政府监管”的模式持续开展“运城品牌”评选
活动，并统一公布名单。鼓励入选企业开展商标注册、广告投
放、项目展览等品牌推广活动，进一步挖掘品牌文化，讲好品
牌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入选企业实
行动态调整，建立退出机制和黑名单制度，利用强监管手段为

“运城品牌”保驾护航。
具体名单如下：
一、工业 5 家 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新环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黄河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派尔家居有限公司、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二、农业 5家
山西红艳果蔬专业合作社、运城市三馨食品有限公司、山

西瑞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王来成农产品有限公司、临
猗县林红果品专业合作社。

三、服务业 5家
山西临猗百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运城市恒泽投资有限

公司恒泽大酒店、运城市鑫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垣曲县五龙
酒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皓美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四、电商 5家
山西晋龙养殖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古虞王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临猗县御品一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山西鲁德丝食
品有限公司、山西壹江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五、非遗 5家
山西省新绛县绛州澄泥砚研制所、稷山螺钿漆器研究中

心、山西益泰永木雕有限公司、闻喜县任诚意煮饼食品开发有
限公司、运城市福同惠食品有限公司。

六、专业镇（产业链）5家
山西天海泵业有限公司、山西佳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桑穆斯建材化工有限公司、永济优耐特绝缘材料有限责
任公司、永济众鑫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我市 30家企业荣获 2023年“运城品牌”称号

本报讯（记者 余 果）近日，省工商联在太原举办 2023
山西省民营企业 100 强峰会暨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会议发布了“2023 山西省民营企业 100 强”“2023 山西省
民营企业制造业 30 强”“2023 山西省民营企业服务业 20 强”

“2023 山西省民营瞪羚企业”“2023 山西省民营企业数字化服
务平台 5 强”等榜单。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在“2023 山西省
民营企业 100强”中排名第二位。

据了解，我市共有 16 家企业入围“2023 山西民营企业 100
强”榜单，入围企业数量和营收总额均列全省第二。其中，山
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运
九州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山西宏达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等公司入围“2023 山西省民营企业制造业 30 强”，
山西诺维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2023 山西省民营企业服务
业 20 强”第三名，山西蓝科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永济易唐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入围“2023 山西省民营瞪羚企业”。

会议同时发布《2023 山西民营企业 100 强分析报告》。《报
告》指出，2022 年度，山西民营企业 100 强入围门槛 33.11 亿
元，比上年提高 5.99 亿元，增幅 22.09%，是 7 年前的 11 倍；100
强民企营收总额实现 12262.34 亿元，较上年增长 15.31%，是 7
年 前 的 4.69 倍 ；资 产 总 额 达 11500.50 亿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15.99%，是 7 年前的 2.68 倍；纳税总额达到 730.17 亿元，较去
年大幅增加 47.33%，是 7 年前的 7.59 倍；员工总数达到 38.35

万人，比上年增长 6.26%。
我市入围 2023 山西民营企业 100强企业具体名单如下：
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阳光焦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高义钢铁有限公司
大运九州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宏达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诺维兰（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华鑫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中信金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至信宝能科技有限公司
稷山县铭福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瑞格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东方资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五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新绛天地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我市 16家企业入围“山西省民营企业 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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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临猗县庙上乡冬枣种植基
地航拍影像。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图② 临猗县特贡冬枣专业合作

社内，工人在分拣冬枣。
本报记者 陈永年 摄

图③ 临猗县庙上乡吉令村村民
在采摘冬枣。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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