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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河津，这颗黄河岸
畔的璀璨明珠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
客。景区景点游人如织，惠游活动
丰富多彩，文旅市场十分火爆，游客
怀着期盼而来，满载回忆而归。

5 月 1 日至 5 日，河津共接待游
客 26.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1%；
门 票 收 入 482.32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343.3%；旅游经营收入 852.2 万元，
同比增长 169.2%。

沿黄生态游人气爆棚

“五一”假期，黄河一号旅游公
路河津段沿线景点成为游客休闲打
卡重要目的地。这条旅游公路串珠
成链，别样的黄河美景和旅游体
验，为“河津文旅”增添了特色元
素。

黄河大梯子崖景区作为黄河一
号旅游公路沿线的 4A 级国家旅游
景区，4 月 20 日举行高空扁带国际
挑战赛，为假期旅游进行铺垫和预
热，“五一”小长假景区的游客量达
到 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1%。黄
河大梯子崖景区两条抖音《“00 后”
黄河梯子崖表演空中芭蕾》和《总要
去一次黄河大梯子崖吧》连续五天
排名运城榜前 2位。

“这次来山西这边，不仅能登高
望远，俯瞰黄河的魅力，还有各类活
动助兴，旅游体验感非常好。”来自
陕西渭南的游客刘斌介绍，节前他
就计划带着家人，沿着黄河一号旅
游公路自驾游，没想到第一站就这

么精彩。
从黄河大梯子崖景区出来，沿着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向南不到 10 分钟
车程，就是黄河龙门景区，这里每天都
热闹非凡。龙门村为迎接游客的到
来，准备了丰富的大禹文化旅游周活
动，有文艺节目、大禹巡游、文明集市、
学子祈福、文化互动等，让游客尽情体
验“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
门”的壮美场景，切身体会大禹精神和
古渡新气象。

“今天来到鱼跃龙门和大禹治水
的地方，品尝河津的特色美食，感受民
俗文化，真是不虚此行。”重庆游客李
金祖说。

飞驰黄河，多彩古耿。4 月 20 日，
运城市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公开
赛在河津黄河龙门景区鸣枪开赛，沿
黄 9 省（区）20 支代表队及来自运城沿
黄 8 县（市）上万名专业选手和骑行爱
好者参与，在“最美赛道”上饱览黄河
的壮丽风光，用速度和激情展示运动
的无穷魅力。

魅力乡村游持续升温

当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光转
向乡村，从山水田园到古镇风情，从民
俗文化到特色美食，魅力乡村为游客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假日选择。

作为黄河岸畔的农业乡镇，阳村
街道以黄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河津先行区为总牵
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依托苍
头村紧邻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承接梯

子崖和龙门景区游客、独特的码头文
化三大优势，致力于把苍头村打造成
黄河沿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
示范样板。

“五一”假期，阳村街道苍头村举
办“苍头集”开市系列活动，突出“锣开
五月 鼓舞黄河 畅游阳村 欢聚苍
头”主题，通过以点带面，带动连伯韭
菜、永安小葱、三迁小菜、苍头芦笋等
特色农产品全链条发展，推动黄河一
号旅游公路和高禖庙、皮氏古城、卜子
夏祠墓、司马迁故里、黄河驿·苍头片
区、五千亩森林公园 6 个红色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的打造和提升。黄河驿·
苍头片区“五一”假期接待游客达 8.5
万人次，门票收入 155 万元，旅游收入
310万元。

践行“千万工程”经验，铺就美丽
乡村新画卷。僧楼镇小张村是“万企
兴万村”山西行动典型村。“五一”前，
小张村德孝园、民俗园正式开园迎客，
美丽乡愁在这里一览无遗，成为乡村
旅游的又一新地标。“千万工程”再提
升文艺晚会和打铁花非遗表演文艺晚
会，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

柴家镇首届“农商行杯”农民乒乓
球友谊赛，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展示柴家镇新形
象、新风采，吸引投资商投资兴业，携
手共绘和美乡村新图景。

品牌街舞赛燃动河津

街舞以其时尚、个性的特点深受
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和追捧，代表着青
春与活力。影响力街舞巅峰赛作为河
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一项品牌
赛事，自 2013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
办十届。

5 月 1 日晚，“鱼跃龙门·幸福河
津”“茂栋杯”第十届影响力街舞巅峰
赛在河津市龙门广场再燃战火。来自
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及国外共
2600 余名街舞爱好者齐聚一堂、大秀
舞技，用动感、炫酷的表演为观众呈现
了一场精彩的街舞文化盛宴。

来自德国的 STORM 说：“很开心
能 够 来 到 河 津 ，这 是 一 座 美 丽 的 城
市。这场比赛让我觉得很震撼，不仅
场地保障有力、赛事组织有序，而且参
赛选手个个技艺高超。希望下次还能
来河津！”

该赛事规模逐年扩大，从首届的
300 余人参赛，到最高单次参赛人数
4300 余人，已成为山西省乃至华北地
区参赛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街舞赛
事，有力带动了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
展。今年，该市借助全国文旅市场火
爆“东风”，提前数月策划筹备街舞大
赛，提供一流服务保障，努力为选手提
供一个完美炫酷的展示舞台，全力打
造国内顶尖赛事。

“整个比赛现场太燃了、太嗨了！
‘五一’假期不出河津就能看到这么高
品质的街舞表演，简直太赞了！”河津
市民岳继红说。

以“赛”为媒，以“体”兴旅。与此
同时，该市还为每位选手提前准备了
河津全域旅游景点介绍套票，推动实
现“一日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
多人旅游”，让选手们参赛之余能够了
解河津的风土人情，欣赏河津的美丽
风景。

北京选手郭明屹表示，他是第二
次来河津参赛，报名时收到主办方赠
送的河津旅游景点的介绍票，让他感
到很贴心、很温暖。比赛一结束，他
就带着家人一起欣赏河津的美丽风
景。

多 彩 古 耿 迎 客 来
——河津市“五一”假期文旅活动综述

史耀琪 武咏梅

政务动态

本报讯（记 者 霍虎成 通 讯 员
卫世新）5 月 10 日，中国园艺学会南瓜研
究分会 2024 年学术年会暨第二届西葫
芦种业大会在新绛县召开，来自省内外
的农科专家 150 余人聚集绛州古城为西
葫芦产业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天来、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
马淑萍、中国园艺学会南瓜研究分会会
长孙小武等知名专家出席会议。

本 次 大 会 以 “ 聚 焦 南 瓜 产 业 发
展 促进种业协同创新”为主题，为
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创新成果
提供展示与交流平台，为促进南瓜产业
高质量发展、全面乡村振兴凝聚力量。
现场展示了烧烤南瓜类、早熟南瓜类、
香芋南瓜类等 12个品种。

山西被誉为“西葫芦故乡”，新绛早
在本世纪初就被评为全省专业西葫芦生
产基地。自 2022 年开始，位于新绛县的
山西瑞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开展西
葫芦育种联合攻关，全力打造全国西葫
芦种子生产基地，提升我省乃至全国的

种业水平，种苗产业已成为新绛现代农
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与会人员参观了山西瑞恒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蔬菜高新技术示范园，了
解 新 绛 县 蔬 菜 种 植 自 动 化 、 规 模 化 、
集约化、工厂化、标准化生产的新业
态。在随后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多
位种业领域专家学者围绕现代生物种
业、粮食安全、蔬菜产业等领域作了
交流发言。

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李捷在大会上
表示，将对南瓜、西葫芦领域的科技创新
与人才培养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加强和
推进与新绛县的校地校企实质性合作，
同与会专家企业家一道，共同为打造新
绛蔬菜强县和西葫芦特优区域品牌作出
更大的贡献。

此次大会由中国种子协会、中国园
艺学会、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农业科学
院）指导，中国园艺学会南瓜研究分会、
山西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山西瑞恒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农科专家聚集新绛把脉西葫芦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郭 华）5 月 8 日，由
绛县县委组织部、绛县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主办，山西海天伟业文化交流有限
公司承办的 2024 年度绛县中小微企业
管理者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

本次培训采取课堂集中授课的方
式，围绕企业劳动用工风险防范等内容
进行培训，为中小微企业管理者提供充

电机会，不断提高中小微企业管理人员
素质和能力。

近年来，绛县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立足自身职能，找准定位、主动作为，统
筹整合和利用自身优势，采取宣讲、帮扶
等有力措施，扎实推动“小升规”、“专精
特新”、股份制改造等各项工作，有效促
进了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更好地发展。

绛县举办中小微企业管理者素质提升培训班

本报讯（记 者 付 炎 通 讯 员
闫豪杰）眼下正是小麦管理的关键时期，
也是赤霉病、蚜虫等病虫害高发期。连
日来，临猗县抢抓时机，积极开展小麦

“一喷三防”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夏粮丰
收。

在牛杜镇牛杜村的一处麦田里，10
架植保无人机满载药剂，在飞防人员的
操控下，按照设定航线在麦田上空来回
穿梭，实施“一喷三防”作业。白雾状的
药物被均匀喷洒在麦田里，为小麦披上
了一层健康“外衣”。

据悉，自 5 月 6 日起，临猗县已全面
启动小麦“一喷三防”作业，组织 8 个飞

防组对全县小麦种植区进行全覆盖的免
费喷施。为确保飞防效果，该县农业农
村局专门成立“一喷三防”工作督导小
组，加强监测预警，及时评估小麦长势及
飞防效果，对飞防作业的高度、速度等进
行全程监管。同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
田间地头，讲解小麦收获前“一喷三防”
的重要性、药剂选择、配比和注意事项
等，指导群众安全用药。

临猗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该县“一喷三防”面积已超
过 10 万亩。该局将持续加大督导力度，
确保按时完成全县 25 万余亩小麦的“一
喷三防”工作，确保小麦丰产丰收。

临猗开展“一喷三防”助力夏粮丰收
▶5 月 7 日，平陆县

塬麦面粉加工有限公司
年 产 10 万 吨 面 粉 项 目
在加紧建设中。

该项目主要建设高
标准加工生产车间、粮
食储备仓库、产品展示
厅等配套设施。项目建
成后，可实现日处理小
麦 500 吨，年加工小麦 1
亿余公斤，有效解决当
地 农 民 的 余 粮 销 售 问
题。同时，可为周边地
区提供优质的面粉和面
粉深加工产品。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本报讯（记者 邢智轩）5 月 10 日，
全市老干部局长会议召开。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赵晔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牢
牢把握老干部工作的政治性、服务性、创
新性，坚持把老干部当作功臣来礼敬、当
作财富来珍视，切实增强做好老干部工
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会议强调，要注重凝心铸魂炼忠诚，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着力加强对
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引领和思想引领。要
注重强基固本抓党建，持续推进离退休干
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增强离

退休干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要注重服务大局促发展，聚焦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运城实践，搭建平台、丰富载
体，建好用好银发人才队伍，着力彰显离
退休干部的独特优势和价值担当。要努
力提供更多样更优质更便利的服务保障，
着力让离退休干部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
福晚年。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压实工作责任，营造全社会关爱老干部、
支持老干部工作的良好氛围。要深化打
造让党放心、让老干部满意的模范部门
和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过硬
队伍，不断开创全市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运城篇章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全市老干部局长会议召开

（上接第一版）

党员探新路
创新模式增加效益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带领全体村民
共同致富，如今在我市已屡见不鲜。而
早在 2009 年，临猗县七级镇留尚村党支
部书记王荣光领办成立临猗县荣光果品
种植专业合作社，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
先行者。

王荣光坦言，虽然合作社早已被评
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但在成立之
初，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都是一
步一个脚印在摸索中前行的。

留尚村是传统的苹果产区，由于该
村海拔低、光照不足，导致苹果着色差、
口感差、品质一般，进入 21 世纪后，苹果
更是卖不上价。面对这种困境，村党支
部带领“两委”干部和部分骨干党员先后
到郑州果树研究所、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昌黎果树研究所、江苏神园葡萄种植基
地等学习。经过多年探索，2014 年与山
西好普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
议，采取“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
式，大力发展葡萄产业。

因缺乏种植经验和市场信息，合作
社第一年种植的 13 个葡萄品种在 2016
年挂果后，大多品种产量低、口感差。一
些种植户开始担心，犹豫观望，不敢投资
继续种植。王荣光带领 8 名党员和 4 名
技术专家先行先试，甘为群众作农村产
业发展的探路者。他们跑遍了全国主要
葡萄产区，经过认真考察、比较、筛选，最
终选定了适合本地、最新的早中熟葡萄

品 种 —— 阳 光 玫 瑰 。 2017 年 试 种 300
亩，新品种成熟后，当年亩产就达到 1500
公斤，每斤零售价 20 元，每亩纯收入 5.5
万元，一下子激发了群众种植新品种的
热情。

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下，目前合作社
已辐射带动全村葡萄种植面积 1100 亩，
仅葡萄产业一项，为全村人均增收 3000
元。

合作社创新管理模式，实行“五统一
管理”，即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标
准、统一服务、统一销售，为社员产前、产
中、产后优质化一系列服务。同时，创新
销售方法，合作社使用水果商标“好普
生”进行宣传，并积极参加全国各地展
会，提高“好普生”葡萄知名度。

“合作社创新采用‘支部+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支部
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农民
富在产业链上’的党建引领主导产业发
展新路子，让鲜红的党旗在留尚产业链
上高高飘扬。”王荣光介绍道。

位于垣曲县蒲掌乡河东村的山西舜
乡阿霞红樱桃专业合作社也是一个由党
员干部成立的合作社。

樱桃产业是蒲掌乡脱贫致富的主导
产业之一，但管理技术缺乏成为制约产
业发展和果农收入的拦路虎。2017 年，
垣曲县探索实施“一线带富”工程，号召
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有
管理经验、工作能力强或有专业技术，自
愿从事农业创业的党员干部，通过承包、
租赁、入股、合作等多种形式，创办、领办
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乡政府工作人员张来生毅然加入党
员干部“一线带富”行列中来，牵头成立
了山西舜乡阿霞红樱桃专业合作社。合
作社成立初期，没有种植基地，张来生自
掏腰包在西阳河滩涂承包十余亩地，没
有配套的农机具，他前往河南焦作、济源
等地学习，回来后通过摸索，自制加工了
起垄机平田造地。作业人工紧张时，张
来生拉来家人和亲戚投工出力。在与乡
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合作社发展逐渐步
入正轨，在组织农户联合发展、新品种引
进、田间管护技术指导、果品销售等方面
服务带动成效明显。

如今，合作社成员已由成立之初的 9
人，发展到 100 多人，经营范围也从樱桃
种植销售，拓展为樱桃、核桃并举，成为
集种植、销售、加工、苗木繁育、技术培
训、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服
务中心。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国家农民合
作社国家示范社、山西省农村科普示范
基地、运城市科技创新示范基地。

2023 年 7 月，“一线带富”工程圆满
结束，张来生回归原工作单位，而由他创
建的山西舜乡阿霞红樱桃专业合作社早
已步入了正轨，持续为当地群众创造着
源源不断的财富。

研发新设备
精深加工延长链条

遇到一个爱钻研的带头人，那一定
是合作社之幸。

盐 湖 区 农 民 薛 凤 梧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人。

2014 年 1 月，薛凤梧成立了盐湖区

凤梧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始琢磨、
“鼓捣”更实用、实惠的果园机械。细数
他多年的发明创造，割草覆盖还田机让
梨园实现生草保育，改善土壤有机质；农
药喷洒弥雾机，省力、省工、省药、高效；
树干切片粉碎还田机，让树干还田，让生
态农业更加绿意浓浓。

2017 年以来，薛凤梧共申请 11 项发
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他研发
的农用机械先后荣获 2017 年、2019 年全
省“五小”竞赛优秀成果二等奖、全省农
村农业领域“五小”竞赛成果一等奖等荣
誉。

费心费力研发出来的果园机械，薛
凤梧坚持让社员免费使用。他说：“合作
社最年轻的社员也 50 多岁啦，果园机械
是非用不可，省工、省力又省钱，效果还
好。”

合作社现有社员 111 户，建有占地
面积千余亩的富硒梨标准化示范园，创
造性地探索实践出梨园生草、油菜套种、
以农家肥、有机肥为主六肥合一的新施
肥技术等多种生产优质梨的科学管理措
施和流程，先后注册了“上王香”“薛凤梧
香梨”等商标，并通过农产品无公害认证
和绿色食品认证。2021 年，合作社被评
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未来肯定
会越来越好。合作社将重点完成两大攻
关任务：一是科技创新玉露香梨优质生
产管理技术，二是新型实用果园机械的
发明、研制和推广。”薛凤梧坚定地说。

安邑农民任文生同样是善于钻研的
合作社理事长。

2015 年 1 月，任文生成立了盐湖区

佳馨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食
用玫瑰育种、玫瑰纯露系列化妆品，以及
玫瑰茶、醋、酱、饼等食品的开发加工。

任文生秉持“纯天然，原生态”的健
康理念，一直在寻求一种易管理、高附加
值的经济作物作为种植项目。经多方考
察论证，最后选定了平阴食用玫瑰，并选
取不同地块的土壤进行科学化验，最终
选中了盐湖区东郭镇下段村村口地块。

在合作社起步阶段，所种植的玫瑰
花一度卖到了十几块钱一斤。而两三年
后，玫瑰花价格却一落千丈，两块钱一斤
都没人收购，而采摘的人工费就得一块
钱一斤。

面对在地里慢慢枯萎的玫瑰花，任
文生决定走深加工的路子。他找人自制
了一个蒸馏萃取设备，反复琢磨，多次试
验，终于加工出了自己的玫瑰纯露。仅
当年玫瑰纯露就销售了 2000 公斤，次年
销量达到 5000 多公斤。

“我们的食用玫瑰从育苗到种植，全
程采用无农药、无化学肥料、无化学杀虫
剂的田间管理模式，浇灌所用的水都是
从九龙山引来的山泉水，从源头上保证
玫瑰产品的无公害。”任文生说，合作社
以玫瑰纯露为根基，与广州一生物科技
公 司 合 作 ，研 发 出 了 一 系 列 玫 瑰 化 妆
品。从卖玫瑰花到做玫瑰茶，从单一的
玫瑰纯露到全套的美容产品，我们实现
了从农业种植到商品加工的跨越转型。

多年来，合作社采用公司化管理运营
模式，着力发挥玫瑰化妆品的龙头带动作
用，加速玫瑰产业的融合发展。如今，注
册有“田馨”化妆品商标和“玫老板”食品
商标，成为拉动合作社收入的拳头产品。

（上接第一版）
在 古 魏

镇 人 大 代 表
联络站，那志
茂 详 细 了 解
该 镇 人 大 主
席 团 工 作 和
代 表 履 职 情
况。他指出，
要 提 升 履 职
效能，创新人
大代表“联络
站+”模式，加
强 代 表 与 群
众 常 态 化 联
系 ，认 真 倾 听
群 众 意 见 建
议 ，多 渠 道 解
决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问 题 ，为
推 动 我 市 高
质 量 发 展 贡
献人大力量。

在 永 乐
宫、广仁王庙，那志茂实地察看
景 区 建 设 及 文 物 保 护 利 用 工
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重要指
示精神，加大文物遗产保护力
度，进一步做好古建筑、壁画、
石碑石刻的修缮与保护工作，
加快文旅融合发展，真正把资
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
物资源焕发新的光彩、形成新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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