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 焦 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

设施蔬菜是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促进
农民增收和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推进设
施蔬菜生产机械化和农机农艺融合是设施蔬菜
生产发展的根本出路。

日前，全省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现场观摩
暨农机农艺融合研讨会在我市举办，来自农业
农村部，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山西农业大学、
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及有关项目县农机（现代
农业）中心、农机生产企业等单位和企业代表参
加。

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参会代表在观摩了
国内设施蔬菜机械化、轻简化生产技术成果展
以及设施蔬菜机械化装备展、设施蔬菜机械化
作业演示、加工包装及冷库设施后，纷纷就此次
活动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科量给予了高度肯
定。

含“新”量足

11 月 29 日，寒风凛冽。夏县“夏鲜”蔬菜智
慧产业园院内人头攒动，来自全省 11 个市、23
个县、270 余名参会代表聚拢在设施蔬菜机械
化、轻简化生产技术成果展板前和设施蔬菜机
械化装备展示区，热烈地讨论所展出的新型机
械及它们的功能。

在设施蔬菜机械化、轻简化生产技术成果
展示区，近 10 块展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别展
示了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设蔬菜产业的决
策部署，国内设施蔬菜机械化、轻简化生产技术
成果，山西省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助力蔬
菜产业高质高效发展情况，以及运城市、夏县设
施蔬菜机械化建设概况等。在这里，参会代表了
解到国内现代设施农业蔬菜产业发展的一些先
进高端农机技术装备。

在不远处的设施蔬菜机械化装备展示区，
播种机、种绳编制机、轨道运输车、双向骑乘可
升降搬运机等一字排开，令人应接不暇。

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道：“这些机械来自全
国 17 个农机生产和销售企业，共展示了 15 个品
目、70 余台（套）农机，涵盖了设施蔬菜生产的
耕整、移栽、播种、搬运、收获、加工、包装等 10
个生产环节。”

参观先进的农机时，盐湖区现代农业发展
中心农机推广站站长王仙萍心潮澎湃：“这是我
省设施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高标准全面应用的
集成展示。对我来说，这是我首次参加全省设施
蔬菜农机农艺融合技术培训，更是一次生物物
理技术配套先进科学设施的饕餮大餐。”

很多参会代表也由衷地表示，这次活动为
全省设施蔬菜发展吹响了冲锋号，回去以后他
们将结合各自地区设施蔬菜的生产实际，继续
秉承大食物观和大健康理念，从设施蔬菜生产
机械化入手，对标对表，查漏补缺，加快农机农
艺高效融合，做好设施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技
术装备集成应用推广与服务工作，同时，联合蔬
菜技术专家为设施蔬菜绿色清洁、安全高效发
展做好技术与装备科技双支撑。

设施装备和机械化生产是设施蔬菜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运城市以建设“现代
农业强市”为目标，持续发展“特”“优”农业，依
托资源优势，抢抓政策机遇，大力发展以黄瓜、
西红柿、辣椒、西葫芦、茄子为主的设施蔬菜产
业，大力推进设施蔬菜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
发展，实现了设施蔬菜量质共升，面积和产量均
居全省首位。

2022 年 ，全 市 设 施 蔬 菜 种 植 面 积 27.2 万
亩，产量 104.3 万吨，现有连栋温室 203 个、日光
温室 39533 个、大棚 68852 个、中小棚 59270 个。
设施蔬菜已经成为我市助推乡村振兴、增加农
民收入的重要产业之一。

含“金”量高

如果说设施蔬菜生产技术成果展、设施蔬
菜机械化装备展让参会代表感到惊奇，那么设
施蔬菜机械化作业演示及加工包装流水线带给
大家的则是惊叹。

在“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一个大棚内，这
里的蔬菜已经收获完毕，平整一新的大棚一侧
停放着撒肥车、深翻机、旋耕机等近 10 辆不同

类型的机械装备。
在工作人员的指挥下，农机手登上一辆撒

肥车缓缓向前移动。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有机
肥被均匀地撒入土壤里……

在另一个大棚内，除了平整好的土地，还有
修整好的田垄、刚栽种的蔬菜苗等，还停放着起
垄机、覆膜机、不同蔬菜的移栽机及各种精播
机。只见一辆移栽机驶过，一排排辣椒苗被栽入
地里。有的参会代表上前试着拔苗，发现小苗已
经稳稳地扎根。

工作人员介绍道，这两个大棚共演示了 4
种型号的农家肥、颗粒肥撒肥车，8 种耕整不同
型号的深翻、旋耕、起垄、覆膜机，5 个企业生产
制造的不同蔬菜移栽机及 6种型号的精播机。

各种机械竞相登场作业，令参会代表惊叹
不已。临汾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孙俊辉
说道：“今天在夏县参观设施蔬菜生产全程机具
展示演示，感受很多。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新
的机具，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这对我们下一步
在当地引进和推广新机具新技术、发展我们当
地的蔬菜产业有很大的帮助。”

新机具、新技术的推广，带来的必定是设施
蔬菜产业的发展、菜农收入的提高，以及区域经
济的发展。而延长产业链条则是提高设施蔬菜
含金量的又一渠道。

在“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净菜加工中心，
两台刚投运不久的流水线设备正在运行。

一台设备上，经过简单处理的白菜被操作
人员放在输送挑选台上，经过机器的传送，这些
大块白菜被切成小块，再经过喷淋气泡清洗，最
后落入离心甩干桶内。

旁边的另一台设备加工的则是白萝卜。只
见一袋一袋白萝卜被倒在流水线上，经过传送，
这些白萝卜先是落入一个大水池，在下一站被
切成适合食用的丝状，最后同样落入离心甩干
桶内。

在加工中心另一端，设置着一台像大号甩
衣桶一样的离心甩干桶，连洗带切的白菜、白萝
卜连同盛放它们的离心甩干桶一起，被放进了
设备内，很快就被控干了水。经过真空包装后，
就成了预制菜。

在加工中心出口处的展示台上，摆放着各
种用透明真空袋包装好的西葫芦、白菜、萝卜、
韭菜、黄瓜等菜品。

来自山西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蔬菜贮藏加
工岗的岗位专家张晓宇说：“我是做菜品加工
的，参加这次活动，我是带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看了蔬菜净菜方面的展示，很受启发，‘夏鲜’蔬
菜智慧产业园的尝试，为我们今后的净菜产业
打下了基础，做好了铺垫。”

含“科”量满

发展现代设施蔬菜产业，新农机、新农艺不
可或缺，而科技智能化则是产业发展的又一助
力。

在“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大数据中心，参
会代表进行了一次沉浸式的设施蔬菜管理体
验。

在一个一面墙壁大的屏幕上，来自山西艾
德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向大家进
行了大棚管理的三维演示。只见她随机点开 2
号育苗棚，通过电脑远程操控，棚顶的棉被被缓
缓放下。

如今，“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已经实现了
通过手机或电脑打开、关闭各大棚的风口、补光
灯、诱虫灯，还可以批量操作，省工省时又省力。

育苗棚内，一台育苗设备上，几名工人正分
工明确进行育苗。只见一名工人把一个空的育
苗盘放在机器上，通过送料机，育苗盘被填满了
基质，在下一个工序，多余的基质被压穴、刮平，

同时在每个穴洞里放上辣椒籽。一旁的工人眼
疾手快，在穴盘进入下一个工序前，给机器漏放
的穴洞补放菜籽。在最后一道工序，育好苗的穴
盘被端下流水线。工作人员介绍，这种高效的作
业，每小时可制作 600盘穴盘。

在这里，参会代表感受到了现代设施蔬菜
农机装备省内最领先水平。

近年来，运城市农机部门通过项目实施、购
置补贴、示范推广等举措，助力全市打造了“夏
鲜蔬菜”“绛州绿”“连伯韭菜”“闻喜莲藕”等多
个“运城蔬菜”区域公用品牌。

同时，我市通过开展机械化提质增效技术
推广示范项目，先后在芮城县、新绛县、夏县创
建 4 个设施农业机械化示范点，以点带面促进
项目区设施农业生产高效机械化技术快速应
用，项目区全程机械化率由 40%上升到 70%。

此外，我市还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围绕
耕整、播种（移栽）、灌溉施肥（水肥一体化）、植
保、搬运、环境调控、连作障碍处理等多个环节，
引进先进适用的设施农业专用技术装备，逐步
探索出具有运城特色的设施蔬菜全程机械化技
术模式。

这次活动由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省蔬菜产
业技术体系主办，运城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夏
县人民政府承办，省农业机械与农业工程学会、
夏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
及市百芳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支持举办。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市场导向、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瞄准设施种植绿色高效发展的机
械化需求，补短板、强弱项、促协调，加强农机农
艺融合、加强产学研用融合、加强农机引进与推
广能力建设，推进设施布局标准化、设施建造宜
机化、生产作业机械化、装备智能化、生产服务
社会化，全面提升设施蔬菜机械化水平，推动运
城设施蔬菜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市现代
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刘晓功如是说。

“机”“艺”融合的盛宴
——全省设施蔬菜机械化生产现场观摩小记

本报记者 范 娜

本报讯（记者 乔 植）为进一步发挥“啄
木鸟”作用，主动发现并有效解决营商环境领域
有关问题，持续推动盐湖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近日，盐湖区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发展工作专班联合区
工商联组织召开“经营主体畅谈日”座谈会。

各经营主体围绕营商环境问题各抒己见、
畅所欲言。座谈会共收集投资项目、生产经营、
行政审批、获得要素方面、监督检查以及其他意
见建议共 15 条。盐湖区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盐湖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发
展工作专班将按照要求，对照问题台账，跟踪问
题办理，逐一对账销号，构建起“问题受理、专人
研判、分级核办、限时办结、回访评价”的闭环工
作流程，切实做到问题诉求“件件有回音”。今
后，盐湖区将双月第二周的周二作为“经营主体
畅谈日”，持续广泛收集经营主体提出的问题与
意见建议，做好问题梳理汇总和台账建立工作，
不断倾听民声。

盐湖区

召开经营主体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余 果）为进一步提升校园
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增强师生食品安全意识和
学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近日，市市场监管
局走进盐湖区第四实验幼儿园、红军小学和学
苑花都社区、恒大绿洲社区，以“尚俭崇信尽
责 同心共护食品安全”为主题开展食品安全
宣传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在学校活动现场，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知识宣讲、互动问答等形
式，在食品安全管理、加工制作、清洗消毒等方
面向师生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食品安全观念，增强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提
升自我防护能力，要远离垃圾食品，不购买“三
无”食品。同时，工作人员还倡导居民、学生适
量点餐、文明用餐、践行“光盘行动”，要以主人
翁的姿态积极支持食品安全，从小事做起，养成
良好的食品消费习惯，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活动中，执法人员对第四实验幼儿园食堂
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食品库存清理、从业
人员健康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并要求学校
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食品制作过程
管控，进一步规范食堂从业人员行为。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在全国食品安
全宣传周期间持续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社
区、进企业、进商场等宣传活动，营造良好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氛围，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
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记者 余 果 通讯员 赵阳飞）
小公交折射“大民生”。今年以来，河津市委、市
政府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当前的重要政
治任务，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积极发展各项社会
事业，特别是全域免费旅游公交及镇村公交开
通运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乡融合及
全域旅游发展、提升群众幸福感，这一惠民政策
的实施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大群
众的一致好评。

在河津市汽车客运站记者看到，一辆辆公
交车整齐停放，到了发车时间，公交车依次穿梭
而过，在每个站点，人们只需登车乘坐，无需支
付任何费用。方便快捷的公交，成为河津市许多
群众出门办事的首选。

市民李国贤星期天和几个朋友相约到黄河
大梯子崖景区去游玩，她们选择坐公交出行，
不到半个小时她们就来到目的地。“开通旅游

公交专线，真的太好了，从家门口坐车，能够
直达景点，而且沿途可以看黄河壮阔、赏生态
美景，真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为这一举措点
赞”。

李国贤点赞的这条公交专线，是河津开通
的河津至黄河大梯子崖景区的 21 路免费旅游
公交专线。为了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出行，该市还
结合城市开发和道路建设实际情况，科学规划
公交线路，合理设置停靠站点，公交站点基本实
现了城市建成区 500 米全覆盖。该市投资 150 余
万元建成智能公交平台，实现对公交车辆的实

时定位、智能化调度和全天候监控。同时为方便
群众乘车，还推出了公交出行服务系统（“车来
了”手机 App），下载手机客户端软件，在手机上
就可以及时获取公交线路、候车、换乘等信息和
公交车的实时动态，市民可以踩着点坐公交，实
现了从盲目等公交到公交车辆运行轨迹全掌
控。这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
工程，让群众真正享受到了改革发展带来的红
利。

据了解，河津市是全省率先实行全域免费
旅游公交及镇村公交免费乘坐的城市，免费旅

游公交及镇村公交的开通，将该市梯子崖景区、龙
门景区、古今天下景区、薛仁贵寒窑景区、沿黄旅
游公路等景点有机串联，为市民休闲娱乐提供了
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同时结束了苍头、任
家窑、沙樊头、马家庄、东湖潮等村不通公交的历
史，真正实现了市域免费公交普惠全市人民的历
史使命。目前，河津市免费公交共投入车辆 137
台，辐射主要街道和 9 个乡镇（街道）125 个行政
村，直通龙门景区、梯子崖景区、古今天下景区、薛
仁贵寒窑等主要景区景点，日均发车班次 680 个，
日运行里程 2 万公里，日均客流量达 3 万人次，市

民出门选择公交出行已成为习惯和时尚，免费公
交不仅给市民提供了便利的出行条件，也将绿色
出行贯彻到了每一位市民的生活当中，赢得了市
民们连连点赞。河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毋刚石说：

“全域免费旅游公交及镇村公交开通运营，营造了
绿色出行的浓厚氛围，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改善
了大气环境质量，提高了群众满意度。下一步，我
们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标准，强化安全保障
措施，提升服务质量，根据老百姓的出行需求和客
流量的变化，及时调整优化公交线路和发车时间，
为我市广大市民提供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把惠
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
好。”

河津市惠民交通让群众“乘”心如意

本报讯（记者 乔 植）为加强法治乡村建
设，提高农民群众学法、用法水平。近日，由夏
县农业农村局主办、董青蔬菜瓜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承办的夏县 2023 年高素质农民暨“农村学
法用法示范户”培训班开班，来自南大里乡、尉
郭乡、胡张乡、埝掌镇及瑶峰镇各村“两委”主干
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 12 天，主要面向村“两委”成
员，结合“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开展
了村庄规划、乡风文明、农耕文化等方面的培
育。目的是培养一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具备高素质农民综合素质、具有较高生产经营
水平、较强产业发展能力和示范带头作用，掌握
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先进理念和技能
的高素质农民。因地制宜为农民搭建学法用法
平台，发挥农村法治宣传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
新发展时期农业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机制，畅通
普法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不断推进法治乡
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

据悉，举办这次培训班，旨在积极搭建平
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群众的法治素养，推
动农村学法用法活动取得实质性进展，以点带
面营造群众学法用法的社会氛围，为推进全县
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法治
保障和人才保障。

夏县

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本版责编 朱 姝

美编 李 鹏 校对 李静坤

上图：参会代表
在“ 夏 鲜 ”蔬 菜 智 慧
产 业 园 大 棚 内 观 摩
农机演示。

左图：在“夏鲜”
蔬 菜 智 慧 产 业 园 育
苗棚内，工人在育苗
设备上补放菜籽。

右图：参会代表
在 设 施 蔬 菜 机 械 化
装备展示区观摩。

本报记者
范 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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