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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随着一辆大巴在门口
缓缓停下，芮城县东垆乡登丰酒坊迎
来第二批来酒坊参观、品酒、为爱封酒
的客人。

“酿酒用的高粱就是咱们黄河滩
地种植的‘晋杂 22 号’等系列品种，酿
酒工艺是传统固态地窖发酵，无勾兑、
无添加。”酒坊负责人张凯斌向客人介
绍，酒坊出的酒糟主要供给周边养羊、
养牛户作饲料，从而构建了“从田野来
到田野去”的绿色循环。

本地高粱就地转化

张凯斌是一个“85 后”，2009 年退
伍后在一家企业做销售工作。十多年
的在外漂泊生活，时不时会触发他的
思乡之情。

2020 年，我省提出打造包括酿品
在内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
发展思路。这让张凯斌想起家乡万亩
黄河滩地的红高粱。

高粱是“酿酒之魂”。近几年随着
山西农业大学高粱研究所研发的酿酒
专用高粱品种“晋杂 22 号”系列的推
广，黄河滩上酿酒专用高粱种植面积
逐年递增。

“由于芮城没有酿酒坊，这些高粱
只能运往周边县市或者更远地方的酒
厂。我们为什么不能依托本地高粱为
本地人酿酒？”张凯斌思前想后，决定
回乡创业。

在外打拼十多年的张凯斌知道回

乡创业不能盲目冲动。定位于做传统
工艺固态发酵的纯粮酒，他首先调研
了传统工艺固态酿酒的工艺和市场，
先后在我省和四川、山东等地拜师学
艺。

学成回来后，张凯斌购买了一套
设备试做。高粱清洗浸泡、拌曲发酵、
入锅蒸煮，几经试验，一碗高粱酒终于
酿成。采用芮城县东垆乡一级水源酿
酒，更是为高粱酒增加了几分醇香。

2021 年 6 月 28 日，经专业机构抽
检，张凯斌酿制的高粱酒所检项目符
合标准。得知该机构的检测数据在国
际上有互认性，张凯斌信心倍增，马不
停蹄购回了第二套酿酒设备。

壮大规模延伸产链

2022 年 6 月，张凯斌在县城开了
一个酒坊。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成
熟和市场的拓展，他的纯粮酒供不应
求，他想把规模做大。

2023 年 ，张 凯 斌 找 到 一 个 合 伙
人，共同投资百万余元新建了一个厂，
购置了第三套酿酒装置，并且盘活了
村里一个闲置的果窖，将其改造成酒
窖。

“ 我 们 现 在 酿 酒 每 天 需 要 投 粮
500 公斤，避开 7 月和 8 月高温天气，
一年酿酒的时间为 10 个月，可以帮助
周 边 农 户 解 决 150 吨 高 粱 的 销 售 问
题。现在酒坊刚起步，好多事情都是
我们自己干，包括采购、运粮、生产、推

广、销售等等，目前酒坊长期工 5 人，
临时用工 5人。”张凯斌说。

为了保证原料供应，张凯斌和永
济高粱购销点签署了合作协议，由其
提供筛选清杂后的糯高粱。他每天酿
酒出的酒糟以每公斤 0.4 元的价格由
附近养殖户排队转运，先到先得，不仅
保护了环境，而且增加了附加值。

大健康时代到来，人们越来越注
重健康养生。传统医药文化底蕴为中
药酒的发展提供了细分市场空间。

芮城九峰山上有很多野生的五味
子、鸡头黄精等中药材。张凯斌利用
闲暇时间在山上采药，用中药材泡制
后的酒很受欢迎，而且带动了当地中
药材的发展。

“我们还会利用家乡的桑葚、樱桃
等水果泡制水果酒，但由于水果在水
果酒中使用的比例不大，目前每个月
的用量基本在二三百公斤，很多时候
是给顾客代加工。”张凯斌说。

品牌发展拓宽销路

十几年的销售工作经历，让张凯
斌深谙品牌销售之道。

芮城九峰山是一处集秀美风光与
古老神话于一身的人间仙境，被誉为

“吕仙道教圣地”。
张凯斌为登丰酒坊注册了“问道

九峰”商标。结合酒坊品牌特点，他将
九峰山的美丽风景和道教仙人吕洞宾
的文化内涵融于包装设计，不仅增添

了产品的文化底蕴，而且促进品牌忠
诚度的提升。

结合当地封酒送祝福的传统习
俗，张凯斌除了给客人选的酒起好听
的名字，如“状元红”等，还接受客户的
私人订制。

坚守传统工艺做纯粮酒、无勾兑、
无添加的初心，2021 年 4 月，张凯斌注
册了抖音号，通过抖音短视频和抖音
直播，实时展现原料高粱清杂、运输、
蒸煮、出酒、封窖全过程，让全国各地
的人一起了解粮食酒酿造过程。

截至目前，张凯斌的传统工艺纯
粮酒除了满足运城本地市场需要，还
通过互联网销售到了山西太原、山东
青岛等地。“得益于电商、物流的发展，
在泰国上班的老乡们也喝上了家乡的
纯粮酒。”张凯斌高兴地说。

今年 4 月 17 日，在山西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举办“运城杯”全省军队离
退休人员门球比赛期间，张凯斌应邀
参 加 运 城 市 优 秀 军 创 企 业 展 销 会 。
展销会上，张凯斌酒坊酿制的纯粮酒
备受关注，他的创业故事也被更多人
知道。

国庆假期，登丰酒坊以其独有的
历史文化氛围、感官体验，吸引了一家
企业在此举办团建活动。

“芮城的旅游景点比较多。下一
步，我们计划对接旅游团，通过参观酒
厂、品鉴美酒、酿酒研学等，促进酒坊
发展，带动乡亲致富，串起乡村振兴的

‘金链条’。”张凯斌信心满满地说。

高 粱 酿 出“ 致 富 酒 ”
本报记者 付 炎 通讯员 王红珍

在平陆县张村镇太阳渡村，只要提起
周彩青，村民总是交口称赞，都说她真是难
得的好妻子、好媳妇、好婆婆……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1990 年，21 岁的
周彩青嫁给了同村村民邓安荣。嫁到邓家
时，周彩青丈夫的奶奶已是 87 岁高龄了，
因老人的长子抗美援朝时不幸牺牲，受了
刺激，脾气有点古怪，常常无端发火，周彩
青的婆婆有点不好接受，以至于造成敬而
远之。周彩青嫁到邓家后，主动担负起照
顾奶奶的重任，一天到晚给奶奶做饭、洗
衣、陪聊天，就连生孩子坐月子期间也没有
忘记去陪奶奶。奶奶与婆婆之间有了周彩
青这个“润滑剂”和“交融剂”，关系缓和了
许多，一家人脸上终于挂上了和谐的笑容。

结婚后的 4 年时间，周彩青和奶奶、公
公、婆婆、小叔子一家一直生活在一起。古
语有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周彩青时刻

把自己放在“老大”表率的位置上，处
处带头作好榜样。孝敬老人、洗衣做
饭，她总是一马当先，从不落下一步。
就连其妯娌娘家的大小事她都亲自到
场，帮忙出力。至今，无论谁家的亲
戚，只要是家里有事，她和兄弟姐妹都
会全家出动，这也成为邓家的一个传
统作风。

婚 后 的 周 彩 青 夫 妇 相 敬 如 宾 ，
虽然经济上不算宽裕，但生活美满，
日 子 过 得 其 乐 融 融 。 人 有 旦 夕 祸
福，38 岁那年，周彩青的丈夫因铝矿
事 故 ，导 致 瘫 痪 。 在 其 丈 夫 住 院 抢

救期间，家里人忙于处理事故，照顾
丈夫的重任就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
上 ，她 在 病 床 前 伺 候 吃 喝 、端 屎 接
尿。

“当时医生悄悄告诉我，我丈夫
的 状 况 不 是 很 好 ，让 我 有 个 思 想 准
备 。 我 曾 经 绝 望 过 ，但 我 知 道 不 能
倒下，必须与命运抗争。于是，我每
天 把 他 抱 出 背 进 ，晒 太 阳 、多 锻 炼 。
如 今 已 经 十 多 年 了 ，我 丈 夫 身 体 状
况 很 稳 定 ，还 能 坐 上 轮 椅 出 去 晒 晒
太阳，转转弯、散散心。”周彩青说。

周彩青 32 岁时和丈夫一起开始

养殖肉猪，在丈夫残疾之后也始终坚持。
她不但承揽了装卸运送饲料、饲养、出圈的
脏活累活，还学会了防疫、饲养、治病的技
术，一个家庭主妇变成了“女汉子”。17 年
的时间，纯收入超过了 50 万元，还帮助两
家邻里乡亲发展成养殖大户，带动了周围
村民脱贫致富。

孝 顺 、有 爱 心 、能 担 当 ，是 大 家 评 价
周 彩 青 时 使 用 的 高 频 词 。 2010 年 ，周 彩
青 的 公 公 去 世 后 ，其 婆 婆 一 个 人 生 活 。
为 了 使 年 迈 的 婆 婆 安 度 晚 年 ，周 彩 青 做
通了婆婆的工作，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
照顾衣食起居。现在 ，婆婆年龄已过 80
岁 ，一 家 人 高 高 兴 兴 地 生 活 在 一 起 。 周
彩青的父亲离开人世十年了，今年 70 多
岁 的 母 亲 患 股 骨 头 坏 死 已 经 多 年 了 ，她
平时经常去照顾。周彩青的大儿子邓国
栋有了孩子后，为了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便 鼓 励 孩 子 们 外 出 打 工 ，主 动 承 担 起 了
照顾孙子的义务。

多年来，周彩青悉心照顾丈夫，不离不
弃，同时还要照顾婆婆和两个未成年的孩
子，用柔弱双肩撑起家庭的一片天，用实际
行动演绎人间真爱。她的家庭荣获“山西
省文明家庭”荣誉，她自己获得了“运城市
五好家庭”“平陆县尊老敬老模范”等荣誉。

用孝心爱心诠释责任担当
——记全市文明家庭周彩青家庭

本报记者 孙 雄

本报讯 秋收时节，新绛县三泉
镇党委打好禁“三烧”组合拳，进一步
遏制“三烧”行为，防范火灾发生，守护
蔚蓝天空。

该镇加强宣传教育，及时传达学
习新绛县禁“三烧”问责办法，进一步
增强镇机关干部和各村主干的思想意
识；用好农村大喇叭、村民议事群，广
泛开展禁“三烧”宣传。增加巡逻频
次。要求各村巡逻队到田间地头进行
巡逻，对遇到的村民进行现场宣传；对
发现的“三烧”问题及时进行处理上

报；在容易发生“三烧”的时段加密巡
查频次，及时制止“三烧”并对当事人
进 行 宣 传 教 育 。 此 外 ，强 化 监 督 问
责。安排专人进行巡查监督，对禁“三
烧”各项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的村干
部进行组织问责，对直接责任人联系
派出所进行处理。

系列组合拳促使三泉镇范围内
“三烧”现象大大减少。该镇负责人表
示，将时刻绷紧安全弦，加大巡查力
度，杜绝“三烧”现象发生。

（黄祝强）

新绛县三泉镇打好禁“三烧”组合拳

本报讯 芮城县公安局永乐派出
所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以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
位”的工作理念，全力排查化解矛盾纠
纷，用心用情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10 月 10 日成功化解一起土
地纠纷，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和谐稳
定。

当日上午，永乐镇辖区某村因土
地分包一事，杨某同、杨某勇两人产生
误会，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为防止矛
盾激化，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主动
介入，联合村组干部进行调解。调解
中，民警耐心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认

真倾听双方的诉求，并前往两家田地
进行实地查看。找到问题根源后，民
警经过 6 个多小时的悉心劝导和反复
商议，双方态度均有所缓和。本着公
平、合理、自愿的原则，村委会对双方
田地权属进行了明确划分，双方意见
达成一致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握手
言和。这场因土地分包引发的纠纷得
以成功化解。

永乐派出所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加大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把风险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切实维护好辖区群众
切身利益。 （王鹏飞）

永乐派出所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纠纷

金秋时节，在临
猗县嵋阳镇祁任村，
农户抢抓晴好天气，
抢收玉米、回收秸秆、
打场晾晒……整个村
庄一片繁忙。

步入祁任村，一
片 片 玉 米 地 映 入 眼
帘。微风吹过，玉米
叶轻轻摇曳，发出沙
沙的声响，仿佛在诉
说着丰收的喜悦。随
着 收 割 机 轰 鸣 声 响
起，一根根玉米秆被
卷 入 其 中 ，摘 棒 、剥
皮、秸秆粉碎，一系列
流程流畅而高效。金
黄的玉米棒从机器中

“倾泻”而出，如同金
色的瀑布，壮观喜人。

山西伟民农业专
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王
伟民站在田边高兴地
说 ：“ 大 水 漫 灌 的 地
块，玉米棒子收获后
每 亩 平 均 可 达 2000
斤，籽粒则有一千六
七百斤；采用滴灌技

术的地块，每亩玉米棒子能超过 2400
斤，籽粒超过 1800 斤。”

为了提高收获进度和质量，确保
每一粒玉米都能归仓，该合作社投入
了 4 台大型收割机，在不同地块上同
时作业。王伟民介绍，该合作社今年
种 植 了 1580 亩 玉 米 ，通 过 土 地 集 约
化、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的经营模
式，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还促进了农
户的增收，为集体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更为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目前，祁任村的玉米收获工作已
基本结束，秋播工作陆续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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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个 体 工 商 户 是 市 场 经
营主体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国家
税务总局平陆县税务局“面对面”讲
解 政 策 、“ 手 把 手 ”答 疑 解 惑 、“ 点 对
点”投放税惠政策，助力个体工商户
茁壮成长。

现场宣讲新政，提振发展信心。
主动参与第三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
务月”政策宣讲活动，现场为餐饮服
务、商超服务、家居建材、电动车销售
等行业 50 余家个体工商户代表讲解
重点群体创业、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 商 户 发 展 等 最 新 税 惠 政 策 ，激 励

“小个体”迸发“大能量”，实现“大作
为”。

深入走访调研，破解发展难题。

以“问需求、送政策、解难题”为主题，
组织税务干部开展“服务上门”专项行
动，及时将税惠政策送达个体户的商
铺，发放相关宣传资料 500 余册。同
时，认真收集税收政策宣传、优化税费
服务、依法申报纳税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和意见建议，有效解决个体工商户
当前经营发展面临的难题。

细致入微辅导，助力升级转型。
针对不同类型的个体工商户，“手把
手”“面对面”辅导新电子税务局纳税
申报操作流程，并为申请转变企业组
织形式的个体工商户提供税费咨询、
业务辅导、风险提示等便利化服务，助
力个体工商户升级转型。

（王会亮 王 敏）

“面对面”宣介政策 “手把手”答疑解惑

平陆税务多举措护航个体工商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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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李丹凤 通 讯
员 张艺峰）10 月 15 日，闻喜县行政
审批服务管理局建设工程股有关工作
人员开展入企服务，第一时间解决企
业诉求。

通过近距离与企业交流，工作人员
了解到企业在办理施工许可证过程中，
由于相关项目长时间处于未完工状态，
无法提供个别人员证件。得知详情后，
该局第一时间启动“容缺受理”，先行受
理企业的施工许可证核发业务，待后续
补齐证件后再发放证书，减少了企业跑
动次数，提高了办事效率。

企业负责人李经理感激地说：“本

来我们还想着这个证办不下来了，没
想到工作人员给我们开了‘绿灯’，先
受理了，我们回头再找找他们的证件，
齐了就赶紧交过去，争取把证早点办
下来。”

闻喜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立足企业需求和项目
实际，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为企业
开通“绿色通道”，在项目手续办理上
特事特办，对全县所有重点建设项目
提供全流程帮办服务，加快推进“坐等
审批”向“上门服务”转变，把服务链条
延伸至前端，为闻喜县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加快推进“坐等审批”向“上门服务”转变

闻喜政务服务延链条提效能为企解难

本报讯（记者 付 炎）近日，盐
湖高新区企业未婚青年才俊联谊活动
在石药银湖制药有限公司举办，来自
盐湖高新区管委会和石药银湖、国森
彩印、道一生物等企业的 50 余名单身
青年在此开启一场浪漫邂逅。

活动现场，青年们通过自我介绍
与才艺展示等环节，充分展现个人风
采。随后，他们参加了“桃花朵朵开”

“你来比划我来猜”“怦然心动踩气球”
等互动游戏，锻炼了反应速度和团队
协作能力，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平常上班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去
社交，社交圈子比较小，生活圈也比较
窄，特别感谢这次活动，让我认识了很
多朋友，对另一半也有一定的期待。”
石药银湖制药有限公司青年职工畅崇
延说。

盐湖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不断丰富活动载体、搭建交流平
台，为广大青年职工提供更多展示自
己的舞台，通过常态化、持续性的牵线
服务，助力城市留人、企业留才，为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盐湖高新区举办青年才俊联谊活动

10 月 15 日 ，垣 曲 县 城 北 初 中 千
余名学生在新建成开放的体育场参
加课间活动。

作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
创建县，垣曲县在改善办学条件和优

化资源配置中，把学校高标准体育场
建设作为重要一环来抓。目前，该县
各中小学及公办幼儿园，校校均有塑
胶操场，促进了校园阳光体育运动的
开展。 特约摄影 崔松良 摄

10 月 10 日，稷山县太阳乡后稷
村村民在稷源红酸枣种植园参观酸
枣种植。

据了解，酸枣全身都是宝，酸枣
仁用作中药材，酸枣肉可加工成酸
枣饮品和食品，酸枣芽可做成酸枣
芽茶，酸枣树还可做成酸枣接穗。

稷源红酸枣种植园占地 50 亩，先后引
进食用和药用酸枣新品种十余种，经
过两年的种植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

近年来，后稷村通过示范带动，引
领村民发展药用酸枣种植的同时，还
种植食用酸枣，生产绿色休闲食品，发

展休闲采摘农业，促进农旅融合发
展，带动更多村民发展酸枣产业，实
现了产业振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
力。

特约摄影 栗卢建
通讯员 解翟刚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