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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运城产业新名片

今年以来，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进一
步树牢“发展为要、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的鲜
明导向，聚焦“一核一园三基地”建设，创新队
伍专业化、目标精准化、服务特色化、方式创新
化的“专精特新”招商机制，瞄准大企业、招引
大项目，招商引资跑出“加速度”。

做 好 项 目 招 引 的“ 信 息 员 ”，掀 起“ 招 商
热”。为汇集各方力量，示范区精心谋划，做足
前期准备工作。持续加大外出招商力度，增加
在谈项目储备。积极参与市成渝驻点招商，对
接企业、商（协）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参加招

商推介会，建立与四川成都商会、贵州商会沟
通联络机制。加强与企业联系，深挖线索，围
绕上下游产业链条开展以商招商。加大与中
介机构、咨询管理公司等对接力度，推进招商
途径多元化，出台招商引资引荐人奖励办法，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招商引资的积极
性，充分挖掘项目线索信息。同时，对项目产
业发展前景、投资强度、产出效能、环保安全、
能耗等项目关键指标进行论证评审，把好项目
招引质量关。

做 好 项 目 落 地 的“ 联 络 员 ”，打 好“ 招 商

牌”。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不断强化要素
保障，推动项目签约转化。在谈项目抓签约，
建立重点在谈项目库，协调好资金、土地、环境
容量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尽快签约转化。认
真列出重点项目简介和年度推进任务分解，定
期召开重点项目推进会，对未开工项目逐一分
析原因，严格落实责任部室，项目负责人跟进
项目进展，列出问题清单，倒排时间节点，强化
全过程跟踪服务。

做 好 项 目 建 设 的“ 服 务 员 ”，营 造“ 优 环
境”。定期通报各招商专班、各产业链单位外

出招商、项目推进、招商任务完成情况，充分调
动各招商专班招商积极性。依托“双招双引”
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定
期开展项目督查，重点考核项目新签约、新开
工、新入库情况，将各招商专班招商情况作为
一项重要考核内容，对招商成绩突出的予以奖
励，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下一步，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将继续
坚持树牢“招商为要、项目为王”的发展理念，
切实发挥“三员”作用，持续为全县招商引资和
项目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

用好“三员”大招
助力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加速跑”

本报记者 乔 植

本报讯（记者 朱 姝）为落实好河津市委、
市政府“市域公交全免费”这一惠民政策，倡导群
众低碳出行、绿色出行，河津市纪委监委联合该市
交通运输局相关人员，多次深入公交企业和候车
亭、站点进行实地调研，采取走访群众、询问公交
车驾驶员等方式，现场办公，切实解决免费公交运
行过程中的问题。

在调研中，河津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发现，免
费公交存在服务质量不高、品牌意识不强、宣传不
到位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该市交通
运输局高度重视，成立工作专班，每日召开调度
会，及时查漏补缺，通过制定《河津市免费公交安
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试行）》等措施，将考核
结果与财政补贴资金发放挂钩，提高免费公交运
营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争优创先”服务理
念。

同时，河津市纪委监委积极对接“车来了”公
交平台，实现了公交实时精准定位，为市民提供了
智慧、便捷、舒适的出行方式。公交免费运营后，
群众反响热烈，社会高度关注，公交乘坐率持续增
长，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称赞。

河津市纪委监委要求，下一步，河津市交通运
输局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提高免
费公交服务质量，确保安全运行、正点运行，全力
打造免费公交品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河津市纪委监委

积极保障免费公交运行

人勤春来早，春耕正
当时。在全市进入春耕
春种的关键时节，日前，
市农业农村局及时发布

《运城市 2024 年主要农
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旨在
指导农民群众科学施肥，
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环
境污染，提高农产品产量
和品质。

《意见》提出了科学
施肥的总体原则，强调
高 产 、经 济 、绿 色 相 协
调，注重环保施肥。强
调了有机无机肥料相结
合，提倡大量施用有机
肥料，推广农作物秸秆
还田。同时，提出农机
与农艺相结合，提高肥
料利用率，加快施肥方
式转变。

多年来，我市积极
推广科学施肥技术，为
农民提供全面、精准、
高效的施肥指导服务，
助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在全面推进农业现
代化的进程中，科学施
肥也成为提高农作物产
量和品质、促进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近几年，我市加
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
推广力度，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土壤检测、作物需
肥规律研究。针对不同
的主要农作物，《意见》
给 出 了 具 体 的 施 肥 建
议。例如，冬小麦施肥
应注重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调优土壤理化性
状。玉米施肥要加大秸秆还田力度，氮肥分次施
用，高产和缺锌地块增施锌肥。果树应大力推广
应用有机肥，做到有机肥无机肥配合施用。蔬菜
施肥要根据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措施，设施蔬菜要
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用量，露地蔬菜要
提高有机肥施用比例，控氮稳磷增钾。这些精准
的施肥策略，有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同时
也有助于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优化施肥结构，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绿意
盎然田野间，有机施肥果更甜。”我市引导农民减
少化肥用量，增加有机肥、生物菌肥等新型肥料的
应用，提高肥料利用率。有机无机肥料相结合，加
强有机肥资源无害化处理与肥料化利用。这一措
施旨在通过提高有机肥的使用比例，改善土壤结
构，提升土壤肥力，从而促进作物的健康生长。同
时，秸秆还田技术的推广，不仅能够有效利用农业
废弃物，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实现农业资源的循
环利用。同时，我市加大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力
度，引导农民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增收。为
了提高肥料的利用效率，《意见》提出了农机与农
艺相结合的策略。通过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
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减少肥
料流失，这对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具有重要意
义。农机和农艺的结合使用，不仅提升了农业生
产的效率，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施肥
方式。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确保科学施肥工作的
顺利推进，提升广大农民的科学施肥技术水平，近
两年，我市在永济、临猗、芮城、新绛、夏县、闻喜、
稷山等地，建设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推广示
范区 25 万余亩，在示范区的带动推广下，当地农
民群众的科学施肥技术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科
学施肥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也为农
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推动了我市农业
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我市加大施肥技术培训力度，通过举办
培训班、现场观摩、专家指导等多种形式，普及科
学施肥知识，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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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竹北种南竹北种 扎根河东
——芮城县陌南镇汉唐竹林谷生态项目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本报记者 王新欣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言及竹子，我
们想到的都是南方修竹成林的景象，殊不知，
在芮城县陌南镇寺前村，隐藏着一处名为“汉
唐竹林谷”的地方。在那里，竹林高耸入云，
3000 多亩山谷中，竟掩映着近 2000 亩的竹林，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片竹海，在 1000 多年前就
存在了。

南方竹子跨越千里“落户”运城，不仅衍生
出了竹林谷酒、竹叶茶、竹炭等十几种产品，还
让运城人在家门就能欣赏到一片竹海，感受南
国风光。

3 月 20 日，记者前往芮城县汉唐竹林谷，
探寻这一处隐匿于山谷间的“北方竹海”。

为何长出一片竹海

文人墨客咏竹，多是喜爱它高风亮节、坚
韧不拔，但赏竹，大多是在南方。漫步竹林谷，
一片青翠映入眼帘，竹叶婆娑，竹节分明，微风
吹过，整片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远远望去，好
像大海中起伏的波涛。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
竟能在北方见到。

竹林谷，是我国黄河以北为数不多的一片
竹海。自古北方不养竹，这样大的一片竹海，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经专家考证，在古代，竹林谷这一带是盐
道，运盐过黄河就需要砍伐竹子来做船，由于
从四川运来竹子成本太高，人们就试着在这里
栽植单竹。这里地处山谷间，温暖湿润，加之
从中条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不断滋润，25000 只
喜鹊常年栖息于此，不仅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循
环，也为竹子生长提供了优渥的环境。”汉唐竹
林谷生态项目负责人丁爱民介绍说，“单竹移
栽过来后，不仅存活了下来，还衍生出新的品
种——青竹，为杏花村竹叶青酒提供了优质的
原材料。”

讲起竹林谷的过往，丁爱民如数家珍：“从
空中俯瞰，这里的地形俨然一幅‘金线吊葫芦’
画，而茂密的竹林更是有如一条青龙盘亘在山
谷间。这里走出了辛亥革命先驱景耀月，现在
村中还遗存有景耀月故居，这里还发生过虞芮
让田的传奇故事，遗留有古人穴居生活的坡头
遗址，以及至今未能开发的唐朝佛洞……可以
说是人杰地灵。”

丁爱民自小在这里长大，对竹林谷的感情
很深，也希望竹林谷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更好
的保护。为加快推动黄河流域（运城段）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2018 年，在丁爱民的引荐
下，经市政府办公室招商引资，海南焯辉集团
来此考察后决定投资 2985 万元建设汉唐竹林
谷生态项目。

“围绕生态保护，海南焯辉集团对竹林谷
一带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开辟道路、架设桥梁、
修古窑洞，同时围铁丝网对竹林进行保护，开
发建设的同时坚决守住生态红线。原来，这片
山谷平均每平方米栽有 1 棵竹子，5 平方米内
大约有 3 棵是枯萎的，项目开发建设至今，每
平方米已有 5 棵竹子，且都是青翠欲滴、高耸
入云。”丁爱民面露喜色。

正是因为这连片的竹海，这里气候宜人、
负氧离子含量高，成为山西省第一批森林康养
项目，还被授予“山西运城芮城黄河流域生态
竹林碳中和示范基地”“芮城县中医医院汉唐
竹林谷康养基地”等称号。

生态资源合理转化

走进竹林谷书画院的一间窑洞，竹篮、
竹 编 帽 ， 各 种 各 样 的 竹 编 制 品 让 人 目 不 暇
接。“除了这些竹编，我们还开设有竹子定
律 、 竹 子 品 种 、 汉 唐 竹 林 发 展 、 竹 叶 茶 作
用、竹鲜酒的作用、竹笋的综合作用、笋叶
的价值等各种各样的课程，让学生在这里对
竹子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竹林谷一名工作人
员介绍说。

因其拥有良好的研学资源，竹林谷被授予
“市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县青少年生态
研学教育基地”牌匾，还陆续成为山西省蚕业
科学研究院上文果桑科研基地、清大文创设计
院学习创作实习基地……

“去年‘五一’期间，竹林谷平均每日接待
游客 4100 人，周末接待量每日在 500 人左右，
但竹林谷并不靠门票来增加收入，学生来此研
学也都是免费的，竹林谷的盈利依靠的是竹子
产品开发。”丁爱民说。

指着眼前的竹子，丁爱民介绍道：“竹林谷
与北京一酒厂进行合作，打造了山西竹林谷酒
品牌。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责往竹子里灌酒，等
待竹子继续生长 3 个月后，将其砍掉发往北
京，通过对竹林的合理间伐，实现生态资源的
合理转化。去年，仅此一项，为竹林谷带来销
售额 1300 万元。”

除了竹林谷酒，竹林谷与德国某公司合作
研发的一款竹炭也颇受市场欢迎。“目前市面
上所见竹炭的功效都是去除异味、吸附甲醛
等，这款德国竹炭可吸附 15 种以上的病毒，每
年可为竹林谷实现销售收入 60 余万元。”丁爱
民指着面前的一小包竹炭说。

竹林谷目前研发上市的产品有竹叶茶系
列、德国竹炭系列、竹林谷酒系列、竹编艺
术系列、竹林谷含硒矿泉水等。此外，还有
抗日英雄馆、汉唐竹林谷书画院、中医康养
馆 、 3800 年 金 丝 楠 木 博 物 馆 、 小 木 屋 科 研
所，并建设有古藏酒洞。截至目前，竹林谷
已 经 拥 有 罗 布 红 麻 科 研 基 地 、 台 湾 果 桑 基
地 、 竹 林 谷 绿 茶 基 地 、 黄 河 流 域 鱼 类 科 研
所、崖柏科研基地，打造了洋槐花、苹果丁
出口产业等业务板块，基本形成了竹林原生
态保护、历史文化指路、科技产业先行、旅
游观光配套的局面，做到了企业、集体、农
户共同受益。

正是因为这些成绩，竹林谷成为山西省委

政策研究室在全省推广新农村、新产业、新科
技的典范景区。

经济效益持续显现

行走在竹林谷，时不时会看到当地的村
民在其间忙碌。“这几天主要是编篱笆，平常
也会编一些竹篮，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活干，
感觉很不错。”寺前村村民连增国一边劈竹子
一边说。

在寺前村，像连增国一样忙碌的人还有很
多。从铺路、搭建栏杆，到砍竹子、编竹篮等，
汉唐竹林谷生态项目已带动村中 50 余人实现
就业。许多村子里的老人，在家没事的时候编
一些竹篮、竹帽等，一来打发时间，二来还能有
些收入。不仅如此，由于租赁土地、分红等，还
拉动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长。

“竹林谷生态项目落地后，一是我们村的
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对村集体经济
收入的带动作用明显，之前，寺前村村集体经
济收入一年不足 5000 元，去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已经增长到了 15 万元。”寺前村党支部书记
韩福波深有感触。

竹林谷现有景耀月故居一座、23 座窑洞
院、179 个窑洞，建设有抗日英雄馆、汉唐竹林
谷书画院、吊角竹木楼、金丝楠木博物馆等。
接下来，竹林谷还将打造 23 座集文化、产业、
康养、住宿、经营于一体的窑洞民宿康养博物
馆，如黄河流域门神博物馆、汉唐竹林博物馆、
汉唐竹林谷喜鹊博物馆、穴居文化博物馆等，

实现一馆多用，不仅可以让游客更好了解竹林
谷，也能带动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

接下来，依托竹林谷生态项目，竹林谷将
在寺前村建设一条汉唐古街，主要经营各种小
吃，由村集体负责运营，67 家小吃店面计划全
部由村民来经营，预计可带动 100 多名村民就
业。

“我们还会推出一个竹林宴，包含竹笋、竹
叶青酒、竹叶粽子等等，目前正在寻找合适的
餐饮合作企业。汉唐古街项目将成为村集体
经济的增长点。”丁爱民介绍说。

走出竹林谷的时候，一座名为“五福小院”
的农家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第一次来
到竹林谷的时候，就被这里的环境吸引了，没
多久后就决定在这里建设农家乐和民宿。‘五
福小院’就是我们建设的农家乐，现在已经基
本成形，计划今年‘五一’前开业，到时候会推
出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如竹笋炒鸡蛋、黄河
大鲤鱼等。民宿小院共有 8 孔窑洞，目前工人
正在抹墙，后续会安装通风管道、卫生系统、排
水系统等，既能保留原有的民俗特色，又能为
游客提供现代化的居住条件。”山西朴素语旅
游有限公司竹林谷民宿项目负责人李大山介
绍说。

放眼望去，一排排窑洞整洁干净、错落有
致，工人们忙碌其间。俯瞰山谷，竹林郁郁葱
葱，竹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竹林谷，真可谓
是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传统与创新相映生
辉。漫步其中，能让人体会到静谧竹林里的那
种郁郁葱葱、破土齐发的生命力，也能让人感
受到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带给一个村子的生机
与活力。

上图：竹叶婆娑、竹节分明的竹林。
右图：各类竹编制品。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