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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农信（农商银行）在行动

临猗农商银行客户经理到电商货仓调研。王 涛 摄

本版责编 付 炎 校对 孙 勇 美编 冯潇楠

9 月上旬，凌晨五六点的时候，
天刚蒙蒙亮，临猗县庙上乡的街道
上就人声鼎沸了。

一辆辆拉着冬枣的农用三轮车
停在路边，一个个客商开着车前来看
枣、订枣。车挨车、人挤人，十分热闹。

庙上乡是临猗县冬枣主产区。
该乡 90%的土地种植着枣树，90%的
农民从事着枣业，农民 90%的收入来
自枣业。枣业已经成为庙上乡支柱
产业，综合年产值近 30亿元。

临猗冬枣产业在全国市场占有
重要地位。该县已与山东省滨州市
沾化区、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共同
组建了“中国优质冬枣产地联盟”。

临猗农商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立足当地开
展特色化经营”的要求，围绕冬枣产
业，加力特色产业，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积极支持枣棚换“衣”、包装换

“衣”、销售换“衣”，为冬枣产业腾飞
插上“金融翅膀”。

枣棚换“衣”：智棚兴起

多年的种枣经验，让老百姓认
识到——冬枣必须建棚。

枣棚越高级，冬枣上市就越早、
价格就越高，最早上市的一公斤二
三百元，最迟的一公斤只有几元。
2016 年前后，是庙上乡枣业设施大
棚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的快速
发展阶段。

当然，设施越高级投资也越大，
从遮雨棚到竹竿棚、水泥桩棚，到钢
架单膜棚、双膜棚、棉被棚，再到地
坑暖棚，一亩地的投资从几百元到
十几万元不等。

临猗农商银行庙上支行紧抓群
众需求，为枣棚建设提供充足信贷
支持，为设施枣业发展立下了汗马
功劳。目前，庙上乡冬枣种植面积稳
定在 10 万亩左右，而设施冬枣面积
达到 8万亩。

今年，新一代智慧棚横空出世。
庙上乡张庄村的陈沛 4 月投资

20 万元，建设了最新一代冬枣智慧
大棚，占地 5亩。

智慧棚主体结构是大钢架棚，
钢管粗壮结实，还配有副架、钢丝，
更加牢固，不仅防风防雨防冻，还防
雪压。棚内设备配有电动卷膜机、智
能水肥一体滴灌设施、自动喷药管
等。

“调温、浇地、施肥、打药，基本
都能在手机上操控，实现了手机‘种
地’。”陈沛说。

冬枣大棚换“衣”，换来的是枣
价走高。

传统大棚冬枣是八九月上市，
每公斤 10 元左右。智慧棚可将冬枣
上市时间提前到四五月，每公斤两
三百元，价格贵 10倍以上。

建设智慧棚投入大。陈沛从临
猗农商银行贷款 40 万元，由省农担
公司担保，一周就办理完毕。利息还
有国家财政贴息 35%返还优惠，算
下 来 年 利 率 在 3.5% 以 下 ，非 常 划
算。

“今年 11 月给枣棚搭棉被，让
棚内升温。明年一二月枣树发芽，四
五月冬枣就可上市了。”陈沛信心十
足。

这 5 亩智慧棚只是牛刀小试。
下一步，陈沛计划逐步将剩余的冬
枣棚全部升级成智慧棚。

包装换“衣”：品牌立起

杨竹夫妇的同进包装销售门店
在庙上乡开了很多年。后来生意越
来越红火，泡沫箱供不应求，两口子
一商量，决定建设一家泡沫厂，自产
自销。

从 2018 年投资 100 万元建厂，
到 现 在 已 陆 陆 续 续 投 入 了 400 万
元，杨竹夫妇的同进泡沫包装厂已
拥有一个占地 200 平方米的生产车
间和 3 个大仓库。产品也从冬枣包
装延伸到苹果、桃子等十多种水果
泡沫包装，年产值达 500万元。

杨竹介绍，随着产业的发展，冬
枣的包装在不断换“衣”。刚开始是
小纸箱，不耐磕碰也不美观；后来升
级到泡沫箱，防摔防碰，可以贴商

标；再到现在品类丰富的礼盒包装，
既实用又美观，还有醒目的产品标
识。

包装的容量也根据客户需求被
分成了七八个级别。

今 年 冬 枣 产 量 大 ，泡 沫 箱 的
需 求 量 比 去 年 多 了 一 倍 。杨 竹 负
责看店，丈夫负责厂里生产，忙得
脚 不 沾 地 。“ 这 么 多 年 了 ，幸 亏 有
临猗农商银行的支持。”杨竹感慨
道。

刚开商店时，杨竹就从临猗农
商银行贷了 5 万元；2018 年建泡沫
厂时从临猗农商银行庙上支行贷了
30万元信用贷款，一直在用。

多年来，杨竹感到，农商银行的
服务越来越便捷了。刚开始贷款是

“福农贷”，手续比较麻烦。现在是
“晋享贷”，在手机上就能办，办理时
限从 3天缩短到 30分钟。

科技加持，办贷越来越方便的
同时，贷款利率也大幅下降，由原来
的 9.76% —8.56% 区 间 下 降 到 了
6.56%—5.2%区间，降低了 30%多，
而且是用一天才算一天利息。“初步
计算，一年可为庙上乡群众减少几
百万元利息。”临猗农商银行庙上支
行行长李世斌说。

冬枣品质越来越高，远销到俄
罗斯、澳大利亚等十余个国家和地
区。

冬 枣 包 装 的 品 质 也 在 不 断 提
高。

同进泡沫包装厂与时俱进，每
年印刷模具都在更新换代。杨竹说，
冬枣包装几经换“衣”，越来越实用、
美观、简约、绿色，给消费者创造更
好的消费体验。

销售换“衣”：电商崛起

冬枣快递驿站能有多大？
“1.4 万平方米。”庙上晴罡枣果

市场服务中心负责人程泽刚给出答
案。

市场服务中心的 25 间厂房，依
次排列，宽阔敞亮。万亩冬枣在这里
汇聚，又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购销
场景令人振奋。

不仅大卡车能直接开进厂房，
便于装货，每间厂房还可根据需求
搭建淋浴室、娱乐室、枣农结算室、
洽谈室等简易房，实现一站式服务。

9 月正是冬枣快递发货的顶峰
时期。程泽刚自己用的 5 间厂房里，
每天都有四五百人在干活。分拣、包
装、贴单、装车，一天能发送冬枣快
递 6.5万件。

“ 每 天 从 早 上 6 点 忙 到 晚 上 6
点，每天结算的工资在 2 万元以上。
一直能忙到 10月底。”程泽刚说。

程泽刚的市场服务中心代表着
冬枣电商的最新模式，既有冬枣电
商销售，也有化肥、农药等农资销
售，还提供冬枣管理技术服务。

电商的崛起，让冬枣销售换上
了新“衣”。之前是外地客商过来收
货拉货，要经过“收货—市场—小
贩 — 客 户 ”几 道 环 节 ，一 般 用 时 7
天。现在是快递直达客户餐桌，时间
压缩到最长 3 天，最大程度保持冬
枣鲜度。

从程泽刚 2002 年开始做电商，
临猗农商银行就一路扶持，贷款从
5 万元逐步增长到 30 万元。去年建
设市场服务中心，临猗农商银行又
给予程泽刚 500万元贷款支持。

下一步，程泽刚计划建设一个
冬枣购销集散地，集收购、冷藏、分
拣、包装、电商、发货于一身，实现全
链条贯通。

临猗农商银行表示要加大扶持
力度，更好匹配企业发展。

在围绕冬枣特色产业全链全端
全面支持与枣业经济同生共长中，
庙上支行也实现自身业务的高质量
发展。截至 8 月末，庙上支行对接服
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79 户，全部
办理晋享 e 付收款码，办理信用卡
2579 户，整村授信农户覆盖面达到
80%，授信 4583 户 60422 万元，仅当
年投放就增长 9587 万元，最大限度
满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
务需求，积极打造金融服务乡村振
兴新高地。

临猗农商银行着力打造“枣上好”特色网点，围绕产业全链发力，支持冬枣产业升级换代——

冬 枣 换“ 衣 ”记
龙 欣

本报讯 近年来，闻喜县桐城镇始
终扛牢主责，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精细化
治理，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
下坚实基础。

坚持政治引领，抓实党的建设。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加强党的基层建设、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主线。
桐城镇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基层治理和建设
的一条红线，通过严密组织体系、健全组
织功能、改进活动方式、凝聚价值共识，

有效发挥党建引领在基层治理中的
作用。在全体党员干部中以集中学
习、专题研讨、观看警示教育片、微
信群推送等多种方式，推动党纪学
习教育走向纵深、见到实效。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抓 实 民 生 保
障。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为民服务，
只有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基层治理
的质效才能得到提升。桐城镇始终
将民生实事当作头等大事，扎实开
展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动态帮扶，
大力推进金融、教育、产业、就业等

各方面帮扶政策落实，发放雨露计
划、一次性交通补贴、产业帮扶等资
金，通过办理可感可及的实事、好
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坚 持 协 调 联 动 ，抓 实 执 法 成
效。“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基层治
理领域的一项创新实践，代表了一
种整合性与集成式治理的发展动
态。桐城镇探索实施了“日常巡查、
网格前哨、群众举报”相结合的模
式 ，依 托 全 镇 划 分 的 1109 个 微 网

格，发挥网格员“哨兵”作用，根据权责
和执法事项规定，分别向县直相关职能
部门吹响“快捷哨”“应急哨”和“攻坚
哨”，协同开展联合执法，有效提升了基
层治理的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切实打
通基层执法“最后一米”。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坚持政治引领、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协调联动，桐城镇
探索出了基层“微治理”的路径。下一
步，该镇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坚定不
移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赵遇晨）

闻喜县桐城镇：党建引领“微治理”服务基层“大民生”

本报讯（记者 景冬波）为进一步充分
发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医发展联盟
资源共享、辐射带动、协作共建作用，推动
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9 月 20 日、21
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医发展联盟
高峰论坛在我市举办。

本次高峰论坛由运城市卫生健康委
主 办 ，运 城 市 中 医 医 院 承 办 。 论 坛 秉 承

“共建平台、共享智慧、共创辉煌、共赢未
来 ”的 理 念 ，邀 请 国 内 40 余 位 中 医 药 领
域 杰 出 学 者 与 知 名 专 家 ，通 过 一 系 列 精
心 策 划 的 主 题 演 讲 与 专 题 研 讨 ，充 分 展
示中医药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与临床实
践精华。

高峰论坛分为 1 场主场论坛和 8 场前
沿学术论坛。主场论坛上，山西省针灸医
院院长郝重耀、三门峡市中医医院党委书
记李宏泽、临汾市中医医院院长张燕、运城
市中医医院负责行政工作的副院长王亚丽
围绕医院高质量发展管理作发言交流。

8 场前沿学术论坛共有 41 位专家学者

授课交流，主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脑病暨
郭蓉娟名中医工作室传承培训班、中西医
结合治疗不孕不育暨贾爱萍名中医工作室
经验传承班、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身疾病暨
侯晓雯名中医工作室经验传承班、经方在
肺系疾病中的应用暨运城市中医肺病优势
专科联盟学术研讨会、山西省省级优势专
科皮肤病学术年会、山西省优势专科肝病
中西医结合学术年会、中西医结合诊治心
血管疾病、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交流会和
中医护理论坛。

开幕式上，运城市卫生健康委、运城黄
河促进中心负责人致辞，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区域中医发展联盟常务理事单位负责人
为新加入的盐湖区中医医院、芮城县中医
医院等 8 家单位代表授予了理事单位牌
匾。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各级中医医院
负责人，从事中医脑病、妇科、内科、肺病、
皮肤病、肝病、心病及中医护理相关工作的
医护人员参会交流。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医
发展联盟高峰论坛在运举办

金秋季，丰收时。眼下，河津市
阳村街道东辛封村村民郭建红种植
的“ 七 彩 玉 米 ”喜 获 丰 收 ，七 彩 的 外
观、香甜的口感吸引不少客商前来订
购，田间地头处处一派好“丰”景。

放眼郭建红经营的玉米地，一排
排玉米植株挺拔整齐，一个个玉米果
穗饱满鲜嫩。为确保“七彩玉米”第
一时间送到消费者餐桌，郭建红正忙
着采摘、分拣、装袋、搬运。“你瞧！咱
这‘七彩玉米’缤纷多彩、香糯可口，
我们每天清晨五六点就开始下地采
摘，近来的市场反馈都是供不应求。”
说起自家的“七彩玉米”，郭建红喜上
眉梢。

郭建红热衷于农业耕作，对特色
玉米种植情有独钟，在选地整地、种子
处理、施肥育苗、田间管理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今年，为打破传
统种植模式束缚，探索特色种植产业
发展，阳村街道通过与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玉米研究所专业人员交流探讨，
了解到新品种“七彩玉米”产量高、效
益好、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且比较适合
河津本地种植。在阳村街道农技人员
柴国伟的建议下，郭建红种植了 5 亩

“七彩玉米”。通过科学的种植管理，
郭建红的“七彩玉米”不仅产量高，而
且品质佳，口感软糯香甜，深受市场欢
迎，经济效益也是十分可观。

“普通玉米多为成熟之后脱粒销
售，而我种的‘七彩玉米’单个鲜玉米
棒地头能卖一块五毛钱，按亩产 5000
穗算，我这 5 亩地总收益能有近 4 万
元。”郭建红乐呵呵地说，“种这个有
效益，咱明年继续种。”

“七彩玉米”绘“丰”景
本报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曹文娟

为 庆 祝 第 七 个“ 中 国 农 民 丰 收
节”，近日，平陆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组织部分困境未成年人前往新绛县
娄庄稻田小镇开展“知农事、学农耕、
惜农食”主题活动。

走进水稻主题展馆——禾香馆，
孩子们听讲解、看图片、观实物，详细
了解水稻的起源、种类、种植、生长、
采收过程及发展历史。在非遗手环
编织环节，工作人员指导孩子们用废

弃稻秆编织手环和“稻草人”。在插
秧体验课上，孩子们头戴草帽，脚穿
雨 靴 ，小 心 翼 翼 把 水 稻 秧 苗 插 进 泥
土。孩子们还体验了莲蓬采摘，与农
户共享丰收的喜悦。

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纷纷表示，
要 珍 惜 当 下 ，勤 奋 学 习 ，丰 富 自 我 ，
育好“人生秧”，种好“自家田”，多出

“ 丰 产 粮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梦想贡献青春力量。

稻 田 小 镇“ 望 ”丰 收
本报记者 付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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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芮城县，有这样一个双教师家庭，
夫妻俩在工作中爱岗敬业、辛勤耕耘、用
心奉献，是同事眼里的好榜样；在生活中
相互扶持、孝老敬亲、乐于助人，是邻居
眼里的“热心肠”。他们以传道、授业、解
惑为己任，勤勤恳恳当园丁，兢兢业业育
桃李。一家人热心公益，身体力行服务
他人，传播大爱。他们就是全市文明家
庭高瑛家庭。

作 为 人 民 教 师 ，高 瑛 工 作 20 多 年
来，兢兢业业、乐于奉献、爱生如子、为人
师表，有强烈的责任心。同事、朋友常说
她就是学校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她不仅带语文课，还兼任班主任、语
文学科组组长。作为学科组组长，她带
领其他教师扎实开展教研工作，创新方
法，狠抓落实，学科组成绩曾连续多年排
名全县第一。作为班主任，她爱生如子，
及时鼓励、关注留守儿童和贫困生，通过
家访、周末义务辅导，不放弃任何一个孩
子。作为心理教师，各班有孩子出现问
题，班主任都会预约找她做心理辅导。
作为市社会心理服务团队讲师、“巾帼
宣讲团”讲师、芮城县委宣传部基层理
论宣讲员，高瑛多年来参加关爱困境儿
童、社区服务、心理服务、理论宣讲等各
类公益活动数百次，先后获评山西省基

础教育信息化优秀语文教师、山西
省最美家庭教育指导师、运城市信
息化教学带头人、芮城县模范教师
等。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
瑛在 2018 年、2020 年分别参加了共
青团省委和芮城县委举办的关爱困
境儿童活动，走遍芮城县所有乡村
中小学，为困境儿童开展团体心理
辅导；2023 年参加市里举办的社会
心理服务“六进”活动，尽心尽力开
展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团体辅导、心
理咨询等活动。

作 为 芮 城 县 爱 心 公 益 志 愿 者
协会“小葵花”关爱志愿服务项目
成员，高瑛长期关注困境少年儿童
的健康成长问题。暑假里，她和女
儿在家开办“爱心小屋”，开展暑期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义务教孩子们
书法、写作。同时，母女俩长期关
注孤儿和留守儿童，尽己所能帮助
他们。

同为教育工作者，夫妻俩始终
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以一名优秀
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引导学
生传承爱党爱国的红色基因，在不

同岗位上争先锋、讲担当、比奋斗。高
瑛的爱人在工作中同样认真负责，曾带
过十多届毕业班，还负责学校政教处部
分工作。2018 年，他得了骨关节炎，脚
肿得无法走路，为了不耽误毕业班孩子
们的学习，他没有请一天假，抽休息时
间去打针输液，之后拄着双拐去学校上
课。夫妻俩对工作的热忱，对他人的真
诚，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孩子。他们
的女儿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
勤 奋 、热 心 公 益 、诚 实 守 信 、拾 金 不
昧……2018 年被评为“新时代运城好少
年”。

传 承 良 好 家 风 ，绽 放 文 明 之 花 。
高 瑛 家 庭 用 实 际 行 动 诠 释 着“ 文 明 家
庭 ”的 内 涵 ，也 影 响 着 身 边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带 动 更 多 的 家 庭 涵 养 道 德 、厚
植文化、润泽心灵。

讲 台 育 桃 李 公 益 暖 人 心
——记全市文明家庭高瑛家庭

本报记者 孙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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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 炎 通讯员 罗
晓庆）9 月 19 日，临猗县开展“千人百法下
基层”观摩活动，以观摩促提升，强举措抓
落实，扎实推进“千人百法下基层”活动走
深走实、普惠百姓。

自今年 4 月该县“千人百法下基层”活
动开展以来，全县上下聚焦关键重点，精准
发力、定向施策，深入推进法治宣传、矛盾
纠纷化解、基层队伍重塑、治安防控等工
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活动中，观摩团先后来到该县郇阳广
场相亲长廊、贵戚坊小学、公安局交警大
队、检察院、临晋镇景家卓村等地，通过实
地查看、学习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各乡
镇、村大龄未婚青年服务、交通秩序整治、
未成年人保护、“千人百法下基层”活动开
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千人百法下基
层”活动现场点评会上，相关专家和部分县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各单位“千人百法下

基层”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点评，进一步查找
问题和不足，分析原因、找准对策、统一思
想，切实推动活动走深走实。

据介绍，临猗县下一步将继续强化工
作举措，扎实做好基础工作，定期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并做到及时掌握、及时化解；
抓好工作落实，坚持从实际出发，抓好重
点人、重点事的排查，针对每一个具体问
题制定出切实可行、针对性强的措施。特
别是在法治宣传服务上，切实开展群众需
要、群众愿听、群众愿看的各类法律宣传
服务活动，发挥好“三官一律”的作用；在
社会面管控上，提高街面的见警率，组织
力量到乡镇、村开展治安巡逻，加大对直
接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的“黄赌
毒、盗抢骗”等各类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建章立制、立规明矩方面，持续深入开
展“五谈三促两评议”工作，确保活动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以观摩促提升 强举措抓落实

临猗扎实推进“千人百法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