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机化综合工作先进单位、农机安全
生产工作先进单位、农机生态保护工作先
进单位、农机社会化服务工作先进单位、
农机化技术推广工作先进单位……

不久前，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印发了
《关于表扬 2023 年度全省农业农机化工
作先进单位的通报》，其中，运城市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一举包揽了五项荣誉，在全省
的 11 个市级农机部门中脱颖而出，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连日来，记者深入市农机部门、部分
农机专业合作社及田间地头，深入探究我
市农业机械化工作取得一系列成绩背后
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其为扎实推进我市农
业实现高质高效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强装备 提质量

随着气温回升，田间耕作的繁忙景象
正在热烈上演。行走在河东大地，随处可
见各种农机在田间作业的场景。植保无
人机在空中飞旋，为麦田喷撒下收获的希
望；旋耕机欢快地翻滚着，将土壤打磨得
细腻柔软，为春玉米提供了舒适的生长环
境……

在各类农机的助力下，田间焕发出一
派勃勃生机。

去年以来，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按照
中央、省、市关于“三农”工作的会议部署
和工作要求，以抓装备强支撑、抓科技添
动力、抓服务增效益、抓安全促发展为工
作主线，较好地完成了全市各项农机化工
作。

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市农业机械保
有量达到 32 万台，农机总动力达到 356.6
万千瓦，约占全省农机总动力的 20%，大
中型、复式、绿色农机装备数量大幅增长，
数字化、智能化农机占比越来越重。拖拉
机保有量达到 7.5 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
机达到 2.4 万余台；粮食作物急需的农机
化技术装备快速增加，其中小麦联合收获
机械 6000 余台、玉米联合收获机械 5000
余台；植保机械近 3 万台，免耕、精量播种
机 2.4 万余台，秸秆粉碎还田机械 1 万余
台，烘干设备 250 余台（套）。林果业、薯
类、小杂粮、农产品加工、设施农业等方面
的装备明显增加。

“农机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虽处于
起步阶段，但是发展迅猛，农机作业智能
监测设备（作业轨迹监测，漏播、漏耕预警
装置等）、植保无人机、农机辅助驾驶等设
备达到 1000 余台（套）。”市现代农业发展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

基础农机装备越来越强，新型农机装
备也在不断涌现。去年，我市有 4 家新型
农机装备引进实验开发项目获省农业机
械发展中心资金支持，分别是盐湖河东雄
风玉米大豆复合免耕播种机、新绛银剑自
走式超高地隙高杆喷雾机、盐湖晋丰粮机
磨粉机、万荣益民废旧薄膜回收机，有效
解决了我市丘陵山区适用的新型农机装
备短缺问题。

为提升农机产品质量工作水平，去年
秋收期间，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配合农业
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对 6 个县（市、区）
正在使用的 3 个型号共 26 台玉米收获机
进行了质量调查，完成玉米收获机质量调
查任务，并配合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完成
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监测工作。我市上
报投诉案例“机收损失率过大 农户投诉
要赔偿”入选了全国典型案例汇编。

我市加强农机化标准体系建设，市农
机标准化委员会组织技术人员申报了《小
麦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
技术路线》和《小麦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
规范 第 2 部分：耕整地》两项市级地方
标准，目前已完成立项，正在征求各方意
见。

塑特色 推技术

在万荣县里望乡乔薛村蓝宝石葡萄
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加紧在拱形架子上方
覆盖防雨膜，以让正在努力发芽的葡萄住
进“新房”。同时，基地负责人则在一旁仔
细检查，以确保防雨设施的安装质量。

“为基地葡萄架设防雨设施，能有效
提高葡萄的防寒防病能力，提升葡萄的品
质，增加葡萄产量。”乔薛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黄冲杰说，万荣县乔薛梦种植
专业合社成立于 2019 年，蓝宝石葡萄种
植基地占地 110 亩，大部分管理环节已实
现了机械化作业。目前合作社有多功能
打药机、打草机、小型旋耕机等。防雨膜
搭好后，工作人员这两天就准备打药。

大力推广特色农业机械化技术，是我
市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去年以来，我市先后示范推广了果园
管护机械化、设施农业机械化、中药材生
产机械化、畜禽粪污处理机械化等 4 项技
术，建设完成非粮类农机新技术示范点 7
个。闻喜柴胡机械化生产模式与典型案
例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特色经济作物适

宜 品 种 全 程 机 械 化 生 产 模 式 与 典 型 案
例。借助“美丽乡村百花节”“农民丰收
节”，采取“旅游+农机”推广新模式开展
农机新技术、新机具推广演示活动 10 余
场，各类先进高效、绿色环保的高性能农
机具纷纷亮相，集中展示不断发展的特色
农业机械。

我市在已创建 8 个全国主要粮食作
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的基础上，2023 年 4
个县市获批创建全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
化示范县，全面提升了我市农业机械化水
平，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

同时，我市认真开展“农机作业质量
提升年”行动，提升全市农机作业质量。

“我们通过政策引导、宣传培训、组织
大比武等措施，推动了激光（卫星）平地机
械、深松深耕机械等耕整地机械，指夹式、
气力式高性能播种机，精量播种技术路线
和技术，高效低损联合收割机及机收减损
技术的普及应用。”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去年，全市共发放宣传资
料 3 万余份，举办了 1 场市级培训、13 场
县级培训，以及 13 场机收减损大比武活
动。

为提升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水平，我
市建设完成了粮食、果蔬等农产品高标准
产后初加工机械化示范点 3 个，推广先进
适用农产品初加工装备 721 台（套），开展
加工新技术、新机具培训 689人。

除了机械化农产品加工工程外，市现
代农业发展中心所实施的农机化引领示
范工程、农机化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机械
化生态保护工程等，切实推进了我市农机
化的高质高效发展。

抓服务 提效能

上个月，盐湖区运农滴滴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郭勇革入选山西省新一
轮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名录。入选名
录后，郭勇革更忙了，在刚刚过去的清明
假期，虽然庄稼地里打药的活已经完成
了，但他也没闲着，在带着社员整修合作
社的各类农机的同时，还到处学习、考察
新机具和新技术。

“这几年，我们提出了‘一统九代’服
务新模式，率先探索出一条统一经营、专
业服务的新路径，实现了‘滴滴’一声响，
人机便到岗，药肥随机到，技术专家讲，以
专业化、规模化、多元化服务，提升服务水
平。”郭勇革说，去年，合作社成立了农机
应急服务队，先后承担了金井乡、龙居镇
等周边乡镇的农机作业服务。今年，合作
社又新购置了 2 台无人植保机、1 台拖拉
机、1 台精播机等新装备，确保春耕生产
顺利进行。

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培优
培强农机主体，是我市现代农业工作的关
键环节。

去年以来，为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能
力建设，我市先后创建了 4 个省级农机专
业合作社、2 个省级机械化家庭农场、2 个
省级农机大户和 5 个市级农机专业合作
社、2 个市级机械化家庭农场、2 个市级农
机大户，同时建设了 3 个农机社会化新型
经营主体提档升级试点。

我市还组织农机手参加了省第八届
农机操作手培训暨第四届无人植保机培
训技能大赛，张金成获得无人植保机大赛
一等奖，王森获二等奖；董世民获得农机
操作手三等奖；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获

“最佳组织奖”，有力推动了我市农机化人
才队伍的建设。

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认真组织开展
了全市“土专家”遴选推荐工作，我市吴亮
亮、郭勇革成功入选新一轮全国农机使用
一线“土专家”名录。2023 年全市培训农
机合作社带头人 150 人、农机操作手 150
人、实用人才 150 人。依托推广项目，全
市举办新技术、新机具现场会 14 次，培训
1200 余人，技术服务 1000 余人次，发放宣
传资料 10000 余份。

为强化农机安全生产服务，我市开展
了农机操作人员安全技术教育培训和农
机安全宣传工作，提升了农机操作人员安
全意识和操作水平，在全社会营造农机安
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今年，我们将以运农滴滴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东恒农机专业合作社、天
宜农机专业合作社、珍粮粮食种植专业
合作社等现有智慧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引领，以省级农机化经营主体提档升
级试点项目建设为依托，以实施农业生
产托管项目为抓手，在已建设的 5 个智
慧化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继续实
施好智慧农机社会化服务区域中心试点
建设项目，以精准管理和智能控制的全
新农机化生产方式推动农机合作社提档
升级。”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刘晓功
说，该中心将加快培育以智慧农机专业
合作社为重点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逐步建立基本覆盖全市的农机合作社智
慧 （数字） 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农业
社会化服务的专业化、信息化、市场化
水平。

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本报讯 （记 者 范 娜
通讯员 令狐路漫） 眼下正是
葡萄春季管护的关键时节，4
月 1 日—3 日，临猗县七级镇
立足葡萄特色产业实际，举办
了葡萄春季管理技术培训会，
为今年葡萄好收成、好品质打
基础。此次培训有来自全县各
村的 400余名种植户参加。

“阳光玫瑰”葡萄味美质
佳，但对种植技术要求高，会
上，技术专家通过课堂讲解和
案例分析等方式，为葡萄种植
户悉心讲解 4 月份葡萄种植管
理技术，以便大家能够更好地
理解和掌握“阳光玫瑰”的标
准化管理技术，助力种植户避
踩管理陷阱，种出高标准“阳
光玫瑰”葡萄，进一步提高葡
萄品质，增加种植收入。

据了解，七级镇留尚村是
晋 南 地 区 最 早 引 入 “ 阳 光 玫
瑰”葡萄种植的村庄，也是山
西省“阳光玫瑰”葡萄产业联
盟 所 在 地 。 2018 年 ， 留 尚 村
引进“阳光玫瑰”葡萄品种，

在七级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在村党支部书记王荣光的
带领下，留尚村坚持以党建引
领产业振兴，破解了多年来无
主导产业、无优质品种、无资
源 禀 赋 、 无 地 域 优 势 的 “ 四
无”发展瓶颈，带领群众蹚出
了一条“支部建在产业链、党
员聚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
链”的合作发展“阳光路”。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留尚村
已形成了 2000 亩以上的连片
种 植 示 范 区 ， 辐 射 带 动 全 县
58 个村种植“阳光玫瑰”葡
萄 ， 面 积 达 17000 亩 ， 亩 产
2750 公斤左右，每亩收益达 3
万—5 万元，带动 GDP 增长 6
亿元。

参加培训的果农们表示，
通过这次培训，他们对“阳光
玫瑰”的种植管理技术有了更
深的了解，也掌握了一些实用
的 操 作 技 巧 。 在 以 后 的 管 理
中，他们要把所学的知识应用
到实际生产中，提高葡萄的产
量和品质，增加收入。

临猗县七级镇强化技能培训

助推葡萄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余 果）为
进一步提升全市水务系统业务
能力水平，打造政治强、业务
精、素质高的水利专业队伍，近
日，市水务局与省水利发展中
心在我市举行黄河流域（运城
段）重大水利技术攻关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

据了解，省水利发展中心
结合我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重
大技术需求，立足全市发展实
际，从水利规划和前期工作、黄
河水的高效利用、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管理、水污染治理和生

态修复、水利改革等五大方面，
对市水务局进行全方位的技术
指导和帮助。

签约仪式后，省水利发展中
心负责人为市水务局全体干部
职工作《深刻领会新时期治水思
路 全力推进黄河流域（运城
段）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广
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进一步
凝聚共识、抖擞精神，攻坚克难、
开拓奋进，不折不扣抓落实，紧
咬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以更加
昂扬的姿态奋力开创我市水务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黄河流域（运城段）

重大水利技术攻关合作协议签约

本报讯 河津市双创基地
建 设 项 目 主 体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70%，山西炬华新材料活性氧
化铝粉体生产线项目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瓜峪河防洪能力提
升工程完成总工程量 50%，五
号排水泵站改扩建工程加紧建
设……

人 勤 春 来 早 ， 奋 斗 正 当
时。连日来，河津市各个项目
工地掀起大干热潮，项目人员
抢工期、促进度、保安全，以
起步提速、开局争先、争创开
门红的火热状态，推动项目建
设蹄疾步稳，全面吹响春季大
干号角。

河津市今年确定了总投资
511 亿 元 的 152 个 重 点 项 目 ，
为 全 力 推 进 项 目 建 设 ， 该 市
30 余 名 县 处 级 干 部 挂 帅 包
联，30 余家涉及单位坚持要

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
走、工作跟着项目走，千方百
计破解土地、资金、环境容量
等瓶颈制约，层层压实责任，
细化任务分工，不断提高项目
的开工率、投资完成率、按期
竣工率和投产达效率，确保实
现首季良好开局。

“我们抢抓春季施工黄金
期，迅速掀起项目建设高潮。
目 前 ， 新 建 工 程 开 工 率 达 到
48% ， 续 建 项 目 复 工 率
100%。下一步，我们将按照

‘1+6+3’项目推进机制，继
续把项目建设放在心上、抓在
手上、落实到行动上，全力以
赴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促
进经济稳定运行、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硬支撑。”河津市项
目推进中心主任侯晓杰说。

（史耀琪）

河津市

项目建设不负春光“加速跑”

本版责编 朱 姝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图① 稷山县玉丰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在检修机器。
图② 盐湖区金井乡关泽农牧家庭农场正在检修植保无人机。
图③ 盐湖区曲村，植保无人机正在作业。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本报讯（记者 余 果）近
日，我市计算机学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运城市计算
机学会章程》《运城市计算机学
会会费收取及管理办法》《运城
市计算机学会财务管理制度》，
表决通过了学会理事、监事人
选 ，并 选 举 产 生 了 会 长 、副 会
长、监事长和秘书长。

会议指出，成立运城市计
算机学会，既是顺应时代发展
的现实需要，也是全市计算机
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的迫切需
求，为市科协行业类学会再添

生力军。计算机学会作为我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一个
重要组织，是科协直接联系服
务科技工作者的载体和纽带，
将在聚集全市高质量学术资源
和优秀人才队伍、承担科学事
业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学技
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科技人
才的成长和提高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新当选的会长表示，将在
今后的工作中，坚持强化政治
引领、注重活动兴会、做好人才
培养、树立服务意识，把协会越
办越好。

我市成立计算机学会

在全省农业农机化工作评选中在全省农业农机化工作评选中，，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一举包揽五项荣誉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一举包揽五项荣誉——

““农农””墨重彩墨重彩 ““机机””遇无限遇无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范范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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