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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省持续打造“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近

日，本报记者深入我市文旅服务一线，就我市文
旅从业者回答好“游客来自哪，游客来了去哪，
游客来了玩什么，游客消费什么”问题的各项举
措开展见闻式报道，充分展现我市丰富的文旅
资源、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优质的旅游服务产
品供给。本期刊发“芮城篇”，敬请关注。

台上蒲剧演员“唱念做打”精彩连连，台下
观众兴高采烈目不暇接，除了这沉浸式戏曲演
出，现场还有全国多地特色小吃摊位同时开
市。叫卖声与唱戏声此起彼伏，游客人头攒
动。11 月 1 日，位于芮城县城隍庙的芮城岚山
根·城隍庙印象正式开集，现场台上台下的绝活
绝技高潮迭起，全场热闹非凡。

在集市上的芝士拉丝玉米摊位上，围满了
前来购买的消费者，“我要一份拉丝玉米”“我要
一份芝士烤冷面夹火鸡面”“我也要一份”……

“这个芝士玉米我们也是第一次吃，看着是
甜口的，芝士看上去也很可口，我就给孩子们买
一份试吃一下。”消费者王静花 15 元买了一份
芝士拉丝玉米。

这位来自河南灵宝的游客和弟弟一家三
口，一行四人早上 10 点多从灵宝出发，上高速
40分钟就抵达了芮城。

“之前去运城那个岚山根逛过，前两天从抖
音上听说芮城这边也要开一个岚山根，我们看
今天太阳特别好，就专门从灵宝开车过来芮城，
吃一吃，玩一玩。”王静说。

15 元一份的芝士拉丝玉米，20 元一份的芝
士烤冷面夹火鸡面是这个摊位上最火爆的两个
产品。记者采访期间，摊位周边的消费者一茬

接一茬就没有断过。
开集第一天，生意的火爆程度就出乎了摊

位主人李百川的意料。
“我们是盐湖区东郭镇岚山根的商户，因为

那边的摊位经营状况非常可观，所以听说芮城
要投资一个‘新岚山根’后，我们就很积极地在
芮城这个岚山根又申请了一个摊位。”李百川说
道，“摊位面向的消费者主要是流动旅游人口、
研学团队和本地消费者，所以我们对摊位的运
营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当天，记者在岚山根·城隍庙印象看到，由
彩色纸伞装扮的集市街区流光溢彩，运城本地
传统手工艺品、淄博烧烤、成都小串、长沙臭豆
腐等知名小吃让人垂涎欲滴，芮城县蒲剧团还
奉献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游客、市民纷纷前来品
美食、看美景，感受人间烟火。

据芮城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郝国霞介绍，
芮城积极打造“岚山根·城隍庙印象”，通过引进
风味小吃、游乐设施等，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
为游客在芮城旅游消费增加一个节点，进一步
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链条。

王静一行人在芝士拉丝玉米摊位这里买了
玉米，在隔壁的扯面摊儿上吃了一碗他们赞不
绝口的“正宗山西扯面”后，下一站准备前往芮
城的另一个景点——圣天湖，记者也踏上了与
他们同行的旅程。

穿过芮城生态景观大道，拐进芮城县陌南
镇，不一会儿就抵达了圣天湖。

百里黄河过境，水系纵横，湿地遍布，圣天
湖镶嵌其中，河湖相连、水绿相融。圣天湖是黄
河中下游最大的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被誉
为中原黄河湿地的明珠。

初冬的圣天湖，水天一色，微波荡漾，水鸟
贴着湖面飞翔，绒绒的芦苇轻轻摇摆，大片的杨
树落叶飘零铺成金色地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大自然中尽情放空自己，融入这浓浓的冬日湖
景之中。

初冬游湖，登船畅行。王静一家在码头登
上游船，架好相机，将近 30 分钟的行驶途中，他
们对圣天湖美景最大的感叹就是“每个季节看
圣天湖都有不一样的美”。

据圣天湖景区负责人崔浩介绍，除了游湖

赏景，游客还可以在景区进行高空滑索、竞技垂
钓等娱乐项目。而规模较大、设有多种游乐项目
的游乐城，则是小朋友们的最爱。总之，各个年龄
段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仪的活动。

“夏赏荷花，冬观天鹅”已成为圣天湖的独特
风景。一到冬天，近万只白天鹅就会从遥远的苦
寒地区飞来这里栖息过冬，为圣天湖带来非常独
特的乐趣。

尤其近年来，芮城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前来过冬，目前湖中栖息
的各种鸟类有 230 余种，圣天湖也逐渐成为候鸟
迁徙的重要“驿站”，成为观鸟、摄影爱好者们的聚
集地。

记者在湖边某处，遇到了来自河南省三门峡
市的摄影爱好者周建平。他正架着相机抓拍栖息
的天鹅。

“现在的天气虽然不够冷，天鹅的数量还没达
到最多，但是圣天湖的天鹅和许多地方的天鹅不
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这里的天鹅更亲人一些，所以
我们摄影爱好者能在这里拍到不一样角度的天
鹅，而且作为游客来说，这么近距离地看天鹅也觉

得很有趣。”周建平说。
沿湖边一路向前，走进游乐园区域，看到整齐

摆放的桌椅前围坐了十几个人正在低头认真做各
种手工。

“这是我画的‘柿柿如意’帆布包，我觉得这种
手绘的方式很新颖，画完我带回去就可以背了。”
王静向记者展示着正在绘制中的帆布包。

据崔浩介绍，这是景区自“十一”推出的一项
旅游活动，游客可以在这里进行手工香皂、手绘帆
布包制作等 DIY 活动，会更有参与感，也能把产
品带回家，产生更多连接感。

从游乐园出来，旁边就是景区的美食街，包括
泡泡油糕在内的几十种晋南小吃都可以在这里买
到。

“好吃，好看，还好玩儿。”被问及今天芮城一
日游的感受，王静这样说道。

芮城县积极打造“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

“好吃，好看，还好玩儿”
本报记者 朱 姝

霜降前后，万荣县苹果、香菇、秋粮等相
继迎来丰收季，后土大地色彩斑斓、新粮盈
仓、百果飘香，一派丰收的欣喜景象。

今年以来，该县坚持农业产业“五管齐
下”不动摇，致力于打造全国一流的现代果业
高地、全国领先的香菇产业示范片区、优质粮
食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国家级中药材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果—菇—畜—肥”循环种养
区，在全国现代农业发展中牢牢站稳第一方
阵。

掌握“核心”
制种领域再突破

9 月下旬，水稻成熟季，从黄河滩涂传来
好消息，万荣黄河滩涂水稻新品种制种试验获
得成功，这标志着该县在河滩水稻种植领域取
得重大突破。

今年，万荣与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在荣河镇滩涂开展了水稻新品种制
种、新品种繁育和稻麦轮作品种筛选等试验示
范。根据权威检测结果，试验田块结实率可达
70%以上，亩均产量超过 650公斤。

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稻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从合说，今年在万荣的制种试验示范非常成
功。这是全国首次在黄河流域水稻制种取得成
功，一方面为在万荣发展 10 万亩水稻制种繁
育基地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将打破以
前的单季水稻种植模式，实现黄河流域稻麦轮
作的种植模式，大大提升农户种植效益。

据了解，到 2025 年，万荣河滩新品种水
稻制种可达 3000 亩—5000 亩，在黄河流域形
成一个新的水稻品种制种区域。

在万荣香菇菌种科研中心，科研人员正在
潜心培育香菇菌种，一丝不苟、科学严谨。今
年，虽然受雨水天气影响，香菇出菇时间略有
推迟，但凭借上乘的品质和科学的采摘销售方
法，香菇在市场上依然供不应求。以此为标
志，万荣在香菇菌种培育方面走在全省前列，
也将香菇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举
改变过去“闭眼开车”“摸着石头过河”的状
况。

2020 年，万荣开始建设万荣香菇菌种科
研中心，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农大、三
门峡市农业科学院等开展合作，确定以 L808
为主栽品种，年可生产菌种 75 万公斤，满足
全县 70%的菌棒使用。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万荣在农业产
业制种领域，正朝着一个个关隘进军。

科技“加持”
示范园区强引领

“联产联营，硕果累累。”高村镇乌停村，
联硕果园招牌非常醒目。以联硕果园为核心，
已带动周边 6个村实现果业整体提档升级。

通过现代科技“加持”，联硕果园已成为
万荣现代果业示范园的“集大成者”。果农通
过多方考察学习、试点示范试验，引进发展品
质更优、市场效益更好的烟富 10 号 371.2 亩

40832 株。果园积极运用新装备，不断完善配
套立架支柱、节水灌溉、智慧监管等设施，实
现水肥一体化、耕作机械化、生态有机化。

在此基础上，万荣积极推行“以株定亩、
以地入股、统分结合、联产联营、规模适度、
利益共享”的经营模式，有效解决了个体农户
地块细碎、分割难度大，个体农户果园规模过
小、管理不统一等诸多难题，蹚出了一条个体
农户在非土地流转基础上，实现适度规模化、
集约化、标准化、品牌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农
业产业发展之路。

香菇产业，更是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支
持。从 2016 年起，万荣县就成立了香菇产业
专班，层层组织“顶尖技术顾问团”、县级核
心团队、乡村技术员，形成“联结上下、辐射
全县”的技术服务网络体系，为该产业提供了
全方位技术支持。目前，合作的省级以上顶级
专家团队，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食用菌产业
体系首席科学家张金霞团队等 5 个团队，主要
负责菌种选育、技术指导和人才培养；县级专
家队伍方面，则引进两名河南省西峡县技术人
员，定期巡查各个基地，对菇农做到有问必
答、随叫随到。

如 今 ， 香 菇 制 棒 成 功 率 从 80% 跃 升 至

98.5%， 菌 棒 越 夏 管 理 烧 袋 现 象 基 本 成 为 历
史，采菇商品率从完全不达标提升至 80%；探
索推广了适合万荣气候的“双网双膜”钢架标
准出菇棚。

在粮食领域，万荣把粮油单产提升作为粮
食生产的“头号工程”来抓，着眼耕种管收、
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全环节，针对性制订实施好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集成
组装的综合性“科技加持”方案，提高主要粮
油作物关键技术模式到位率和覆盖面，培育一
批粮油规模种植能手和高产典型，将专家产量
转化为农民产量、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
精准实施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
该县农业农村部门预计，今年全县秋粮平均亩
产将达 370公斤左右，比去年增产 6.4%。

开拓市场
群众增收促振兴

在皇甫乡胡村与乌苏村的交界处，银灰相
间、单体面积各 2000 平方米的 6 座钢结构建筑

拔地而起，新建成的香菇交易服务中心投入运营。
香菇交易服务中心是为开拓香菇销售市场，

促进菇农增收而建设的。目前共有两座烘干车
间、两座冷库、两个仓库以及 20 间客房，以一
流的设施及物流服务，使全县香菇收购更加统一
有序，最大限度满足全县香菇产业发展。此外，
万荣还计划分片在薛里村、王显村、汉薛村等 8
处建设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香菇交易体系，畅
通销售渠道。

市场是农业产业发展的“试金石”。为彻底
解决过去香菇销售不规范、菇农收入上不去的难
题，万荣县委、县政府立足“走出去”，通过跑
市场找客商、参加各类展销会、打造品牌等措
施，成功吸引了广东叶氏集团、福建贵旺公司等
5 个大型香菇收购企业入驻当地，并引来大批客
商驻地收购干菇，突破“没人来、卖不了”的困
境。

卖得了，更要卖得好。随着销售市场的繁
荣，万荣香菇分级越来越细、品质越来越高，统
一有序销售的措施也越来越“硬核”。由万荣县

“香菇办”管理万荣香菇销售协会，负责统一物
价、物资和分级销售，成为稳定市场的“压舱
石”。

香菇产业，在打通销售环节“最后一公里”

后，成了促进乡村振兴的又一个富民主导产业。
作为该县第一大农业产业的苹果产业，经过

近 40 年的发展后，在开拓市场上的“重头戏”
则是品牌和高端，要让万荣水果卖得好、卖上
价。

近年来，万荣高标准推出“万荣苹果，一个
快乐的苹果”区域公用品牌，采取线下参加大型
会展活动，线上开展多种形式的直播带货等形
式，推荐万荣苹果品牌。持续加快布局高端实体
销售网点，依托国内大中城市设立的 82 家万荣
农特产品实体直销网点，上架统一标识、品质的

“运城苹果”品牌万荣产区苹果，在北京、上
海、重庆等一二线城市建设规范标准的苹果直销
窗口和周转冷藏库，加快“企业与城市对接”

“果库与超市对接”的步伐。
目前，全县果品出口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万荣苹果荣获首批“山西标准”标识，万
荣县获评“国家级出口水果质量安全示范区”。
万荣苹果，日渐成为高端水果市场的“宠儿”。
总产值突破 30 亿元的水果产业，正引领着万荣 8
万户果农，向着更美好的日子奋进。

硕果飘香满眼新，最是后土好“丰”景。万
荣大地上，正处处描绘着人丰物阜的美丽新画
卷。

秋粮盈仓，百果飘香，香菇畅销……

最是后土好“丰”景
本报记者 陈永年 通讯员 马逢春

本版责编 王新欣 美编 张徐曼
校 对 郝鹏飞

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上 图：万荣苹果主题公园内丰收成景。 本报记者 冯革才 摄
右上图：万荣县南张乡万荣庄村，三白瓜丰收，群众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右下图：万荣县南张乡薛里村香菇产业园内，农户在忙着收获香菇。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