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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三化三制”改革，建立
“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绩效考核导向机
制，去年 8 月至今，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区管委会重新制定完善绩效考核及绩效工资
管理办法，以绩定效打破“大锅饭”，让干部
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员工能进能出。

聚 焦 重 点 任 务 考 核 ， 树 立 鲜 明 干 事 导
向，让干部能上能下。临猗示范区树立“多
劳多得、不劳不得”的绩效考核导向，建立

“部室绩效+人员绩效”两级双考核机制，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绩效考核权重达到 50%，
根据考核分数排名选出优秀和末位部室，绩
效工资上下浮动、上不封顶、下不设限，对
考核排名末位的部室负责人进行约谈，连续
末位予以免职，奖优罚劣泾渭分明，有效激
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激情。

聚 焦 经 济 目 标 导 向 ， 招 商 考 核 一 票 否
决，让工资能升能降。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是示范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为倒逼示范
区 各 部 室 在 项 目 建 设 和 招 商 引 资 上 自 我 加
压，重新制定完善的 《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区管委会绩效考核及绩效工资管理办法》，
将招商引资任务细分到各部室，对招商引资

落 地 为 零 和 在 项 目 包 联 中 服 务 态 度 差 的 部
室，实行一票否决，分管副主任和部室人员
不 发 放 奖 励 性 绩 效 ， 树 牢 经 济 工 作 目 标 导
向，激励全员招商和服务。

聚焦清单任务督导，日常工作打分排名，
让员工能进能出。示范区各部室人员绩效的
考核，根据日常工作、招商引资、项目包联和加
减分项情况进行全年打分，根据得分排名选出
优秀和末位员工，业绩绩效工资随之上下浮
动。为进一步营造全员上下干事创业积极进
取的浓厚氛围，上至班子成员、下到一般工作
人员，全员每周晒梳理周工作动态并发至工作
群，并成立督导办公室，对全员和各部室的工
作内容进行督导，为全员绩效考核提供依据，
同时，重点整治并清退“躺平式”“混日子”“南
郭先生”党员干部，让员工能进能出，以问题整
改为导向推动园区发展。

新的绩效考核办法实施以来，临猗示范
区全员自我加压，干事创业劲头十足，各个
担当力争先进。下一步，临猗示范区将持续
推进“三化三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着力进
行 机 制 体 制 创 新 ， 进 一 步 激 发 改 革 内 生 动
力，持续推动示范区高质量发展。

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以绩定效考核 干部能上能下
冯杨婕

为迈好新年第一步，垣曲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 2024 年全市一季度观摩拉练检查与“三个一
批”现场签约仪式为契机，带动全区上下以“实
干争先”接棒“发力奋进”，以“奋进起势”谋夺

“争先胜势”，助推县域经济发展实现“开门红”
“季度红”“全年红”。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是高
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垣曲经济技术开发区紧
紧扭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持续用好“五个
一”项目推进机制与项目“四库”管理模式。强
化要素协调保障。创新实行“分管领导包联、部
门负责人对接、项目单位具体推进”项目包联责
任机制，主动上门服务，按照程序、加快程序做
好可研、立项、环评、土地指标、供电线路等开工
前期手续办理，确保华兆住工等重点项目快建
设、快投产、快达效，奋力展现垣曲速度。精准
帮扶助促发展。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
向，深入一线开展入企服务，宣传落实各项优惠
政策，切实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持续写就
全心全意助企纾困的生动注脚。

招商引资是区域经济的“源头活水”，是高
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依托垣曲的矿产、尾
矿、气候三大资源比较优势，明确了铜镁精深加
工、尾矿综合利用、新能源三大招商主攻方向，
同时围绕主导产业、龙头企业上下游供应端的
原料、半成品推动产业链延伸拓展，以“政府+
链主企业+产业园区”模式实现产业链招商，重

点跟进五龙镁业二期、龙电华鑫锂电铜箔、水发
华夏、津城电缆等铜镁精深加工项目；紧盯推动
尾矿综合处理中心等尾矿综合利用项目落地开
工；紧跟力促动力电池回收等固废综合利用产
业蓬勃发展，真正把比较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
胜势。依托“双创”中心，出台政策招新引优。
全力以赴优政策、引项目、促发展，从厂房租金
减免、设备拆迁安装、技术升级改造、税收奖励
返还等方面制定了十条优惠政策，以真金白银
的惠企措施在“双创”中心招引劳动密集型产
业，实现招商引资规模、质量同步提升。截至目
前，隆胜服饰、启翔服饰、正达服饰等三家企业
已签约入驻、开工投产。

聚智聚力答好“三化三制”改革这道必选
题，进一步理顺运营管理模式，全面提升“管
委会+开发公司”管理水平。市场化改革多措
并举。由开发公司负责，与北方铜业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共同建设全国重要的尾矿资源综合利
用示范基地协议，通过对铜尾矿进行集中处
理，实现市场化运营；与山西诚信市政建设有
限公司签订了污水处理及工业用水综合工程

（PPP 项目） 项目合同，以“特许经营”方式
引进社会资本投资提升专业化运营。专业化改
革多点开花。依托“运才兴运”，聘请了招商
顾 问 17 名 ， 实 施 委 托 招 商 ； 结 合 “ 省 校 合
作”，柔性引进高学历专业人才，参与翌佳环
保科研中心、五龙镁业镁还原车间等企业技术

攻关，助推企业发展。闲置土地盘活见实见
效。树立“把闲置资产盘活也是招商引资”的
理念，通过政府回购、租赁等方式盘活闲置低
效用地，以“存量”换“增量”，全面拓展园
区发展空间。拟盘活山西豫晋国泰微晶科技有
限公司工业厂房及生产线近 3 万平方米用于勤
晟光伏支架项目，有效破解了园区项目落地的
土地要素制约，持续展现“改革走在前、示范
当先锋”的垣曲担当。

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垣曲
经济技术开发区秉承“把企业当作自家人，把企
业事当作自家事”的服务理念，以经营主体需求
为导向，持续提升“3+”改革集成水平。优化

“承诺制”审批流程，加快“标准地”出让进度，提
升“全代办”服务质效，全面实现“拿地即开工”；
深化拓展“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为企业提
供“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个性化服务，
打通惠企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着力当
好新时代服务发展的“店小二”。持续优化审
批再提速。围绕项目注册、审批环节所需手
续，梳理清单、倒排进度，持续营商环境优
化，加力加码项目建设，确保办理时间前置，
最大限度合并审批流程，审批时限压减 60%；
优化“7×24 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着力打
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切实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全面营造尊商亲商
安商的浓厚氛围。

垣曲经济技术开发区：

接棒“发力奋进” 谋夺“争先胜势”
本报记者 乔 植

聚 焦 打造现代农业强市

本版责编 朱 姝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品尝新鲜无污染的
蔬菜，享受悠闲采摘之乐，体

验农耕文化……不知从何时起，
现代城郊农业已悄然融入了我们的生

活。
现代城郊农业是指在城市郊区或者城

乡交界处发展的一种农业形式，它结合了现
代农业技术和城市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新
鲜、安全农产品的同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
了休闲、旅游和体验农业活动的机会。

连日来，记者深入城市郊区，详细了
解现代城郊农业的发展现状，梳理它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以及为城乡融合发展、和谐共
生作出的积极尝试。

城乡融合发展 城郊农业先行
本报记者 范 娜

提供丰富“菜篮子”

采访第一站，记者来到了位于东郭镇东郭
村的盐湖区亿博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

走进一个西红柿大棚，一股清新的香气就
扑鼻而来。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令人心
旷神怡的绿色，一个个红彤彤的西红柿挂在绿
色的藤蔓上，显得格外诱人。6 名工人各自忙
碌着，他们或弯腰拔除杂草，或摘掉藤蔓上的
枯叶。

“我们种植的是普罗旺斯水果西红柿，去
年 10 月下旬种的，今年 2 月中旬上市，预计 5
月底下市。”公司负责人牛杰一边介绍，一边
嘱咐记者小心脚下。原来，大棚正在以滴灌的
方式浇地。“前段时间采摘的人太多，不敢浇

地。趁早上人少，赶紧浇。”他说。
盐湖区亿博农业有限公司于去

年成立，计划投资建设 15 个
双拱双膜大棚，总占

地 面 积 80
亩 。

目前，已建成 8 个。其中，2 个种植西红柿，占
地 11 亩；1 个种植西瓜、甜瓜，占地 3 亩；5 个
种植草莓，占地 30亩。

发展现代城郊农业，离不开集约化、规模
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方式，更离不开先进的农业
技术和管理经验。

在亿博农业的果蔬种植大棚里，除了铺设
现代化滴灌管道、安装电动卷帘机外，还有长
达 4000 米、通往每个大棚的车辆运输轨道。

“在盐湖区果蔬发展中心的组织下，我们
去了太原、陕西杨凌等地实地考察，引进了很
多先进设备，为大棚果蔬种植提供了更有力的
支持。同时，我们还采用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
管理方法，定期对大棚进行维护和保养，确保
果蔬的生长环境良好。”牛杰说，公司还加强
对工人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
平，以新的农业技术为城市居民提供新鲜、安
全的农产品。

在一旁干活的务工人员、来自夏县庙前镇
杨村的张雪玲说：“大棚里的西红柿不打药，
杂草都是我们一根一根拔的。因为不打药，所
以管理就要跟上，发现了问题，就要随时解
决 。 我 们 6 个 主 要 负 责 西 红 柿 和 甜 瓜 3 个 大
棚。在这干活快 4 个月了，我也学到了很多蔬

菜管理知识。”
大棚果蔬以采摘为主，但

公司也与城区一些大
型 商 超 有

合作。这段时间，前来采摘的人很多，给城区
商超的新鲜果蔬已经供应不上了。

“今年，我们准备在大棚里铺上地毯，城
区 居 民 再 来 采 摘 ， 就 不 会 弄 脏 游 客 的 鞋 子
了。”牛杰说，下一步，公司还会种植更多种
类的农作物，像黄瓜、毛豆、红薯等，全都是
无公害的，给大家提供新鲜的、绿色的、多样
化的农产品。

采访当日，记者偶遇前来采摘的城区居民
田运芳，她和爱人提着 5 个装得满满当当西红
柿的篮子从大棚里出来。

“我们是第一次来，从抖音上看到这里的
西红柿评价很好，就来采摘了 20 多斤。在大棚
里尝了一个，不酸还入口绵甜，口感确实好。
回去后可以拿它当水果吃，也可以做菜。”她
高兴地说。

走进位于解州镇社东村的盐湖区兴盛丰蔬
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果蔬大棚，一溜儿的农业智
能设备“棚掌柜”让人眼前一亮。

合作社理事长刘秀峰介绍道：“作为农业
物联网智慧设备，每个‘棚掌柜’跟手机连起
来，就能实现环境监测、自动化控制、数据分
析和远程监控。”

成立于 2018 年的盐湖区兴盛丰蔬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经过多年摸索，这里种植的甜瓜、
西瓜、西红杮、草莓不打任何农药，已于 2022
年获得了国家绿色产品认证，成为全市唯一获
此殊荣的合作社。该合作社所生产的农产品全
部用于采摘，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鼓起农民“钱袋子”

现代城郊农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新
机遇，鼓起了农民“钱袋子”，还促进了城乡交流
互动，共同发展。

在盐湖区兴盛丰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
基地，社东村村民刘仙草正麻利地把一盆盆草
莓按大、中、小个进行分装。她打趣地说自己啥
活都干，她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刘仙草今年 68 岁，在合作社种植基地务工
三四年了，每天工作 8 小时，一个月能挣 2000 多
元。“咱这么大年纪了，走远处打工也没人要。
在家门口务工，既能挣钱，又能顾了家，要不然
就坐屋去了。”她说。

盐湖区兴盛丰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9 年，共流转 500 亩地。其中社东种植基地占
地 300亩，每天有固定务工人员 20人。

刘秀峰说，忙的时候一天需要四五十人，栽
苗时需要的人最多，能达到 100 人，那会儿光每
天的工资就能支出 1 万多元。务工人员的工资
都按小时算，淡季一小时 10 元，旺季一小时 12
元。合作社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解决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盐湖区亿博农业有限公司也为所在的东郭
村，以及附近夏县庙前镇共 20 多名村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

记者见到东郭村村民李淑梅时，她正从大
棚里出来，手里提着客人采摘的一篮西红柿。
她颇为骄傲地说：“我今年 60 岁了，主要负责给
工人安排活，属于管理人员。一天上班 8 小时，
以前收入按天算，现在干得好，公司准备按月给
我发工资，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块钱。活也不重，
关键是工作环境好，空气新鲜，心情都好。一天
看着绿油油的大棚，对眼睛也好。”

成立于 2023 年的盐湖区解州镇聚祥佳家庭
农场位于解州镇曲村，共有两个基地，共有 26 个
大棚，占地 40 亩，种植了七八个品种的草莓；在
席张还有个基地 25 个棚，占地 40 多亩地，已经
经营近 10年了。

12 日 10 时 30 许，记者到达曲村时，农场主
高金凯满载一车草莓进城送货了。他的爱人王
容 容 说 ，农 场 与 城 区 十 几 家 高 档 水 果 店 有 合
作，现在是采摘季，基地的 6 名工人每天早上 5
点多开始采摘，7 点多往城区送一车货，10 点多
再送一车。

“一天能采摘 500 斤，第一车草莓由家人在
城里卖，第二车都送往了高档水果店。”王容容
说 ，“ 周 末 采 摘 的 人 多 ，平 时 主 要 是 送 到 城 里
卖。春节前，草莓的发价是一斤 20 元以上，现在
一斤发价是 16 元。一个棚大约投入 7 万

元，照这种速度，预计两三年就能回本，算是很
快了。”

探出发展“新路子”

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
现代城郊农业为农村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和方向。

走进龙居镇赵村一个甜瓜大棚，虽然瓜架
上还零星挂着甜瓜，但已进入采收尾期的甜瓜
蔓显得有些发蔫了。

赵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稳立介
绍，这个大棚占地 1 亩多，是去年 9 月份建的棚、
种的瓜 ，去年腊月二十上市 ，预计 3 月下旬下
市。这个大棚属于集体所有，今年净收入 4 万多
元，全部要入集体的账。

“种的品种是博洋 9 号甜瓜，盐湖区果蔬发
展中心经常送技术上门，一上市就在本地打开
了市场。”马稳立介绍道，赵村种植大棚蔬菜已
有十几年历史，全村现有 160 多个大棚，种植的
都是西葫芦、西红杮、黄瓜、辣椒等各类蔬菜。

以前，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发包土地这一
项。去年开始，在盐湖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支持
下，赵村高标准甜瓜大棚顺利建成。棚内安装
了 4 个能自动调节温度的地热泵，确保大棚温度
冬天不低于 15摄氏度，夏天不高于 35摄氏度。

“村里的大棚种的比较杂，都是一家一户种
植，形不成规模。客商来了，货都凑不齐。”马稳
立说，“赵村要以这个甜瓜大棚把全村大棚都带
动起来。老百姓不知道什么能挣钱，咱就把这
个产业做起来。赵村离城很近，出了城区，三五
分钟就到咱这了。这条路子可行。”

由赵村党支部领办、于 2022 年成立的运城
市绿天源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盐湖区为数
不多的拥有上百户社员的合作社。在合作社的
带动下，现在全村已经有 7 户社员准备今年种植
甜瓜。

今年的盐湖区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
全区要加快发展城郊农业、观光农业，聚力现代
农业示范区建设，大力推动城郊型现代农业发
展。

目前，中心城区周边有近 200 家果蔬生产农
业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了支持这个快速
壮大的群体发展现代城郊农业，盐湖区果蔬发
展中心特成立了盐湖区果蔬农民技术员队伍，
并组织新农人培训、外出参观、学习，引进
了各类新品种、新设备、新技术。

盐湖区东郭镇亿博农业有限公司大棚内盐湖区东郭镇亿博农业有限公司大棚内，，果蔬产品通过自动运输设备运送更加快速便捷果蔬产品通过自动运输设备运送更加快速便捷。。

盐湖区东郭镇亿博农业有限公司大棚内盐湖区东郭镇亿博农业有限公司大棚内，，市民将采摘后的西红柿放置在自动运输设备上市民将采摘后的西红柿放置在自动运输设备上。。

盐湖区龙居镇赵村村集体所属温室内盐湖区龙居镇赵村村集体所属温室内，，村民在采摘甜瓜村民在采摘甜瓜。。

本栏照片由本报记者陈方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