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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动态

本报讯 11 月 21 日，副市长孙鹏
程到万荣、新绛调研，实地察看企业运
营、项目建设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实际
困难和问题，并召开座谈会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安排。

孙鹏程强调，市县两级要充分认
识开展指导帮扶工作的重要意义，不
断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紧盯年初目标
任务，铆足干劲、全力冲刺，确保全年
工作圆满收官；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
市县联动，形成工作合力，系统落实一

揽子增量政策，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
定向好；要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强
化要素保障，及时有效处理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全力推动项
目提质达效；要立足长远谋划高质量
发展，破解经济发展动能来源单一问
题，拿出有力举措，压实责任、狠抓落
实，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增强经济发
展的韧性和活力，为运城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梁 浩）

孙鹏程到万荣新绛调研

本报讯 11 月 22 日，副市长孙鹏
程召开全市深化推进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会议传达
了全省视频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市根
治欠薪工作情况，相关部门进行了发
言。

孙鹏程指出，做好治理欠薪工
作，是我们承担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关系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问题，更是
事关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

战略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欠薪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
工作部署，扎实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
动；要按照“治源头、防风险、强监管、
严惩处、兜底线”的总体要求，聚焦工
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健全机制、联动发
力，实现对欠薪问题的标本兼治，切实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坚决担好
责任，守好治理欠薪的坚固防线，做到
守土有责。 （梁 浩）

全市深化推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

11 月 22 日，运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山西金贵塑料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在生产农用地膜产品。

近年来，该公司研发生产的聚乙
烯地膜等系列产品在内蒙古、新疆等

地确立长期供应模式。
目前，该企业正在赶制地膜产品

订单，以确保明年春耕生产农资供
应。

特约摄影 张秀峰 摄

本报讯 11 月 18 日至 20 日 ，闻
喜县举办统一战线各界代表人士第七
期素质能力提升班。县委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乡
镇（社区）统战委员等 90余人参加。

本次培训为期 3 天，以集中授课、
现场教学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形式开
展，重点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及民族
宗教政策法规等内容，着力提升全县
统战队伍的政治素养、履职能力和业

务水平。现场教学阶段，学员们前往
永济市博物馆、柳宗元廉洁文化主题
公园参观学习，感悟历史文化的魅力，
接受廉洁文化的洗礼。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培训，
加深了对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的理解，
领会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的强大作用，今后要将培训内容运用
到工作实践中，为统一战线事业创新
发展贡献力量。

（杜晓春）

闻喜县举办统一战线各界代表人士
第七期素质能力提升班

本报讯 （记者 邢智轩） 为深入
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全面推动医
疗健康产业发展，近日，稷山县相关
部门负责人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
院开展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并就建
立远程会诊平台、特色专科临床技术
指导、多中心科研、“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专项项目”等方面达成合作意
向。

活动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白求
恩第三医院院史馆，深入了解该医院
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培育、精
细化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宝贵经验，并
就如何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质量进行深
入研讨。

座谈交流环节，稷山县人民医院

人才代表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
专家教授，围绕设立子项目基地，开
展科研项目合作；建立远程会诊平
台，开展远程教学；现场手术教学指
导，建立临床进修生培训基地等方面
进行讨论。

稷山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校地合作交流会已成为稷山县人
才工作的有力抓手，为推动稷山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下一
步，稷山县委组织部将积极探索更多
促进人才成长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
有效途径，持续加大对医疗卫生重点
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为推动
稷山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人才保障。

稷山县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
开展交流座谈

▲11月 23日，夏县尉郭乡苗村村民将收获的中草药装车。
近年来，尉郭乡因地制宜整合土地资源，科学带动村民调整产业结构，采用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起蔬菜、蚕桑、中草药等特色产业，促进村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11月 21日，稷山县蔡村乡大李村村民李宝明在饲养黄粉虫。
李宝明从湖北引来黄粉虫虫种，在800余平方米的厂房里采用“立体养殖+循环繁

殖”模式，饲养了约 14000盒富含高蛋白质的黄粉虫，带动当地蝎子养殖、观赏鸟养殖、
水产养殖10余户，让更多村民走上养殖致富路。 特约摄影 栗卢建 摄

本报讯（记者 雷哲侠 陈方斌）11 月 23 日
上午，第十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开幕式暨第十五
届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
行。全国著名摄影家陈桥顿、肖戈、姚大伟等 20
人，分别获得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耄耋老
者、著名摄影家徐永辉与何世尧获“中国文联终身
成就奖”（摄影）。

中国摄影艺术节是国家级创办最早、关注度
较高的摄影节，是促进中国摄影艺术交流展示的
重要平台，具有引领创作、举贤荐优的重要作用，
为当代优秀中国摄影家搭建了展示卓越才华的舞
台。中国摄影金像奖作为摄影艺术领域全国性的
最高个人成就奖，是对德艺双馨摄影家和摄影工
作者艺术成就的最高赞誉。本届摄影艺术节由中
国摄影家协会、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河南省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三门峡市人民政府承办。

三门峡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城，是一
座物产丰富、生态优美之城，是一座区位优越、交

通便利之城，是一座产业兴旺、充满活力之城。近
年来，该市先后承办了四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以及
中国摄影艺术馆等“国字号”摄影活动，带动了

“产、学、研、游、展”五位一体全面发展，摄影经济
蓬勃繁荣。

艺术节期间，还举办了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
像奖作品展、繁花竞放——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十
年摄影精品展、第二十九届全国摄影艺术原作收
藏展、中国第十九届国际摄影艺术精品展、第 11
届全国农民摄影精品展，以及“洞见”乡村振兴主
题 摄 影 展 、“AI 新 创 意 ”影 像 作 品 展 、黄 河 焕 彩
天鹅有约——2024 中国三门峡主题摄影展、中国
摄协团体会员单位联展等活动。

据悉，本报记者闫鑫拍摄的曾入选第二十九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的新闻摄影作品《合力战洪
峰》、金玉敏拍摄的曾获第三十三届山西新闻奖新
闻摄影类一等奖的新闻摄影作品《浴雪奋战 点
亮垣曲》（组照之一），在本次摄影节中入展。

第十五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在三门峡市揭晓

本报讯 （记者 孙 雄） 近年来，万
荣县荣河镇庙前村不断深入学习“千万工
程”经验，深化产业内核驱动力，以农文
旅 融 合 发 展 为 抓 手 ， 多 措 并 举 、 持 续 发
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强阵地下好治理棋。庙前村坚持把抓
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高标准建成村党群服务中心，充分发挥政
治功能，定期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党员教育培训等活动；充分发挥服务
功能，提供党建、咨询、民政、产业、综
治“五项服务”；充分发挥文化功能，组织
开展文娱活动，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实
现为民而建、为民而用的建设初衷。

新动力架起致富桥。庙前村依托万荣
后土祠景区的资源优势，以农文旅融合为
切入点，“小而精”做足餐饮文章，开发特
色美食街，黄河鲤鱼、羊肉饸饹、宝井火

烧等地域风味饮食经营户达到 20 余家。“小
而美”打造黄河民宿，利用闲置的庙前小学
改造“脽上人家”黄河民宿，全面凸显黄河文
化、黄河风情。“小而暖”提供旅游服务，建成
游客服务中心、特色旅游酒店，借助后土文
化节、黄河一号旅游公路马拉松赛、自行车
赛等特色文旅活动，精心提供旅游周边服
务，有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新面貌带来幸福感。庙前村依托两大

工程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聚力打造特色
舒适宜居环境，配合实施万荣后土祠景区
东西两侧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完成 105 户群
众搬迁。同时，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风
格、统一图纸、自行建设”原则，在庙前
新村规划建设 108 座布列有序、层次分明的
新晋南民居，实现下水管道、沥青路面、
道路亮化、文化长廊、休闲步道、村庄游
园“六配套”。聚力提升基本生活水平，建
成了银杏大道、红枫广场、百姓舞台等基
础公共设施，全面硬化村内巷道路网，实
施村主干道与公共场所绿化亮化，完成全
村水管换新，一体接通排污管道，极大优
化了村庄风貌。

万荣县庙前村：践行“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一版责编 霍虎成 校 对 杨炎玺 美 编 冯潇楠 二版责编 崔 萌 校 对 李 岩 美 编 冯潇楠

踏入忠义街，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熙熙攘攘的人群相得
益彰，街道两旁的美食店铺鳞次栉比，各种美食香气四溢，
充满地域特色的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
购。前不久，盐湖区解州镇常平村的忠义街推出非遗研学
活动，游客借此近距离领略剪纸、面塑、木雕等传统非遗技
艺的魅力，体验感和参与感得到极大提升。

当下，“文旅”内涵正被重塑：它已不再局限于观光
游览，而是聚焦于为游客打造一个个美好瞬间。产品的性
价比、实际价值以及能否契合个人需求，已经成为游客在
消费时着重考量的因素，游客更高层次的需求也预示着景
区发展“二次消费”的商机已经到来。“二次消费”作为
景区收入的重要补充部分，不但能提升景区的综合竞争
力，还能推动当地经济朝着多元化发展。景区通过丰富

“二次消费”项目，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强游客黏性，
进而实现整体收入的增加。

对于景区“二次消费”来说，最具价值的仍然是原创内
容。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凭借忠义文化、古建资源
和《黑神话：悟空》游戏带来的打卡热度，打造了 7 大类 23 项
文旅活动，增强游客游玩体验，成为运城文旅的“流量担
当”；运城盐湖景区为游客筹备了多场国潮演艺，并推出热
气球、直升机、帆船等体验项目，让游客可以从多角度领略
七彩盐湖美景，景区接待量创下历史新高；永济鹳雀楼景区
和五老峰景区紧抓“悟空”效应，推出“悟空”演艺互动活动，
备受游客青睐……

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旅游消费热潮中，情绪价值正逐渐
重塑旅游业。那些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游客，捧红了一
批热门旅游目的地，也催生出新的消费潜力。我市各景区
应当牢牢把握“二次消费”带来的机遇，推动旅游业态、场
景、服务升级迭代，实
现从“门票经济”走向

“ 综 合 经 济 ”，助 力 全
市文旅产业朝着高质
量方向蓬勃发展。

深耕“二次消费”
杨 琳

钢架日光温室里，绿意满满的各种
蔬菜产销两旺；标准化兔舍里，憨态可
掬的伊拉兔生长态势良好；废弃石料场
旧址上，现代化的农产品分拣储存中心
正加快施工，一派繁忙景象……

发展特色种植，以园区化引领现代
化；壮大特色养殖，以标准化实现提质
增效；拉长补齐产业链，推动农产品加
工不断深化——闻喜县裴社镇党委围
绕 新 材 料 工 业 的“ 新 ”和 生 鲜 产 业 的

“生”这两个关键，锚定“经济发展‘桥头
堡’，乡村振兴‘领跑者’”目标定位，聚
焦现代农业集中发力，努力擘画乡村振
兴新图景。

“种”出新高地

走进种植户贾坤宝的温室大棚，潮
热的气息混合着番茄的清香扑鼻而来，
翠绿的藤蔓上挂着串串色泽鲜艳、圆润
饱满的西红柿，让人垂涎欲滴！

“去年，我们夫妻俩承包了 3 个大
棚，进行西红柿和绿叶菜轮作种植。这
不，待西红柿采摘卖完，年底就要种植
香菜和菠菜，能够实现轮茬收益。”贾坤
宝说，“今年的西红柿价格较高，干一年
顶好几年。”

贾坤宝的温室大棚位于裴社镇农
业产业化示范园核心区域。2022 年，
镇政府投资 520 万元建设了 21 个日光
温室大棚，占地 4.87 公顷，由 10 个行
政村包联种植蔬菜。这里，水、电等
各种设施应有尽有，滴灌、喷灌、全
自动大棚棉被卷帘机等科技装备也是
一应俱全。

据悉，示范园区位、交通优势明显，
辐射裴社、大泽、小泽、南吴等 7 个行政
村，发展潜力巨大。裴社镇将在这里规
划建设包括现代农业示范园、晋南粮菜

轮作示范园等多个板块的省级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
高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农户增收，全
面助力乡村振兴。

“养”出新动能

在小王沟村圪马石居民组，闻喜县
裴社镇鼎牧养殖场暖棚内空气清新、干
净整洁，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现代化兔舍
里，一只只肉兔毛色光亮、膘肥体壮，一
窝窝刚出生的兔崽相互依偎、憨态可
掬。

“这些肉兔是从安徽引进的伊拉
兔，品种优肉质好、饲养周期短，兔崽从
出生到出栏周期是 60 天，几乎是一月
一窝，每月有 1000 多只兔崽出生。”养
殖 场 负 责 人 郝 亚 平 说 ，“ 目 前 有 母 兔
260 只，存栏量 4000 只左右，每年可出
栏肉兔 8000 余只。通过与四川收购商
达成常年收购合同，商品兔出笼就可运
走 ，马 上 变 现 ，月 收 入 可 达 1 万 元 以
上。”

作为全镇唯一的肉兔养殖基地，郝
亚平利用村里闲置老宅基地建成的现代
化新型钢架结构大棚，常年保持恒温状
态，内设自动换气风扇、粪便自动传送系
统，现已形成饲养规范化、饮水自动化、
饲料颗粒化等完整的饲养体系，实现精
细化疫病防控。

土地是乡村宝贵的资源，加大存
量土地挖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
满足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的
重要手段。在王宋村庙凹居民组，“沉
睡”多年的 20 户老宅院落即将被“唤
醒”，发挥出更大的生产效益。不久
后，闻喜县华凯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万
头生猪标准化育肥养殖基地将落户于
此。

“这是原庙凹自然村整村搬迁后的
闲置宅院，今年，通过村级党支部主导
运 营 ，引 进 生 猪 养 殖 大 户 ，预 计 投 资
1200 万元，建设占地约 40 亩的万头生
猪育肥基地。”王宋村村委会委员柴马
彦说，“目前，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计划明年年初开始施工。建成后，每年
可出栏生猪 4 万头，实现销售收入 1000
万元，年利润 100 万元，带动农户年增
收 2万元。”

优化资源整合，做强特色产业。据
悉，裴社镇将以生猪基地为模板，用好
各村空闲宅基地，统合全镇牛、羊、兔养
殖产业，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基地。

“加”出新优势

驱车驶入王宋村，一座蓝白相间的
中药材加工厂房映入眼帘。置身于近
千平方米的车间内，圆盘机、色选机、润
药机、洗药机、切片机、炒药机等十余台
各类药材加工机器有序摆放。

“这是我们‘万禾堂’安徽总部在
省外唯一的中药材加工基地，2021 年
开始运行，主要对柴胡、黄芪等中药
材进行烘干、切片等初级加工，可辐
射本县周边村镇乃至夏县、垣曲县等
地。去年，加工黄芪饮片 400吨，实现
收 入 60 万 元 ， 向 村 集 体 上 交 18.4 万
元。同时，我们还直接带动周边村民
20余人就业。”山西万禾堂药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飞说。

据悉，这个在废弃化工厂基础上
建立起来的中药材加工基地，由政府
投资建厂、企业“拎包入住”，是全县
较大规模的中药材产业化生产基地之
一。基地的建设资金 230 万元，来自
镇政府统筹整合周边 3 个脱贫村的乡
村振兴衔接资金。

农产品精深加工是产业振兴的重
中之重，是健全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
节。今年以来，裴社镇坚持以农为本，
实施“农产培优”工程，不断促进全镇农
业从单一的农产品种植向二、三产业延
伸，从农产品初加工向精深加工升级。
特别是推动王宋村农产品分拣存储中
心项目建设，做优精品大葱，打造晋南
地区较大的大葱批发销售中心。

在王宋村王赵居民组一处废弃的
石料厂旧址上，推土机来回穿梭平整
土地，挖掘机挥舞着巨臂掘土开沟。

“这是镇政府实施的农产品分拣储存中
心项目，总占地面积 8 亩、投资 178 万
元 ， 目 前 正 进 行 土 地 平 整 、 建 设 围
墙，预计年底基础设施全部到位。”柴
马彦说。

王宋村耕地面积 520 余公顷，主
要以种植蔬菜大葱为主导产业，种植
面积已达 200 公顷，每公顷产量在 0.5
万公斤左右，从种苗到收获都是自主
管理，生产方式仍然停留在纯手工作
业阶段。

“目前，村里每天可加工 1.5 万公
斤净葱、3 万公斤精品毛葱、5 万公斤
大毛葱。每逢旺季市场需求量增大，
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柴马彦
说，“项目建成后，实行机械化加工，
产品竞争力将大大增强。预计每年可
为村集体经济增加至少 12 万元，带动
全村农户增收 25万元。”

蓝图美、方向明、路径清、信心
足，裴社镇现代农业不断向高而攀、
向新而行……“我们将牢固树立‘干
就 干 一 流 、 建 就 建 精 品 、 争 就 争 第
一’的价值取向，凝心聚力、狠抓落
实，为闻喜乃至全市高质量发展作出
应有贡献。”裴社镇党委书记卫志科
说。

闻喜县裴社镇聚焦现代农业集中发力——

向“ 新 ”而 行
本报记者 杨红义 柴瑜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