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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 果）为加快增
发国债水利项目建设与支付进度，在
年底前完成省水利厅要求的“双百”目
标（完成 100%，支付 100%），市水务局
近日召开我市增发国债水利项目约谈
会。

会议通报了我市增发国债水利项
目进展情况。夹马口灌区及河津市、
绛县、芮城县、临猗县、夏县分别汇报
了增发国债项目进展情况及支付进

度、12 月 25 日前的完成及支付情况、
国债项目督办进展情况。各增发国债
水利项目单位均承诺年底前完成“双
百”目标。

会议要求，相关县（市）及灌区要
倒排工期，加快国债项目实施，严格资
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同时保证国债
系统数据上报及时、准确、完整，以强
有力的措施，全力冲刺，确保百分之分
完成增发国债水利项目“双百”目标。

市水务局

召开增发国债水利项目约谈会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落
实市委主要领导调研指导金融工作的
讲话精神，做好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有
效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12 月 6
日，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开展“金融大讲
堂”活动。

本期“金融大讲堂”邀请中国农业
银行运城分行调研员、高级经济师进
行专题授课。授课人从金融概念、金
融体系、信贷融资、金融创新等 8 个方

面对金融知识进行全面准确、深入浅
出的讲解，针对性和实用性很强，为党
员干部带来了一场“知识盛宴”。

下一步，市政府办公室将持续开
展“金融大讲堂”活动，紧跟金融形势，
普及金融知识，服务实体经济，以注重
务实操作为宗旨，加大培训力度，营造
出“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的良好氛
围，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的金融支撑。

（安潇波）

市政府办公室

开展“金融大讲堂”活动

本报讯 近期，夏县水头工业园
区深入落实县委、县政府冬季“五大行
动”动员部署会议精神，锚定全年生产
目标，结合园区工作实际，优化服务企
业模式，助力企业全力冲刺笫四季度，
助推夏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确保冬季“五大行动”动员部署
会议落地生根，该工业园区不断创新
服务理念，找准“痛点”“难点”，引领园
区各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踏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走进山西安瑞风机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工人们忙着在车间赶制煤矿生
产通风产品，只见数控车床飞转、电焊

火 花 飞 溅 ，热 火 朝 天 的 场 面 蔚 为 壮
观。在山西纳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人
们也在生产线上赶制产品。“我们拎包
入住园区一年多来，享受多项优惠政
策，生产的电子互感器、电感制品等系
列产品畅销全国，发展前景良好。”山
西纳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冬季‘五大行动’动员部署会给
我们吹响了大决战的冲锋号，激励我
们要提升服务，克难攻坚，以优异的成
绩为夏县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该工业园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樊永军
说。

（张秀峰 武曙光 张志华）

夏县水头工业园区

“五大行动”赋能 冲刺全年目标

▶12 月 8 日，参加“奔跑吧·
少年”2024 年运城市青少年乒乓
球调赛的小选手在激烈角逐。

据悉，12 月 7 日、8 日，“奔跑
吧·少年”2024 年运城市青少年
乒乓球调赛在市体育馆挥拍开
赛。比赛按参赛选手年龄分甲、
乙、丙、丁、戊组，设男子单打和女
子单打项目，来自全市 12 家俱乐
部的 250 余名乒乓球小将参加。
本次比赛不仅是青少年乒乓球爱
好者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成为选
拔和培养优秀乒乓球后备人才的
重要平台。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本报讯（记者 邢智轩）为进一步
加强基层法治力量，推动县乡合法性
审查提质增效，12 月 2 日，中共运城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了 《运城市关于县乡合法性审查提质
增效试点工作方案》。

《方案》 聚焦推进县乡合法性审
查工作提质增效，将永济市、万荣县
及其各乡镇 （街道） 作为先行试点，
明确县乡合法性审查规范化建设的指
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工作
要求，旨在推动试点县乡探索构建合
法性审查工作体制机制，逐步推进县
乡合法性审查工作落细落地落实。

《方案》 将合法性审查作为县乡
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制定行
政规范性文件、签订行政合同、作出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等决策事项的必经
程序，从优化职责清晰的运行机制、
构建科学规范的标准体系、打造县乡
协同的审查队伍、强化事后监督的备
案审查、建立县乡审核的工作机制着
手，推动合法性审查规范化建设。

《方案》要求，到 2025 年 7 月底前
完成试点任务，初步构建科学规范、制
度完善、机制健全、运转高效的县乡合
法性审查机制，全面提升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市加强县乡合法性审查试点工作

本报讯（记 者 游映霞 通 讯
员 张晓鹏）近日，在河津市苍底汾
河桥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各种大型机
械正开足马力进行主路面的铺油作
业，一条贯穿南北的跨汾河大桥正以
全新面貌升级改造，为当地交通网络
注入活力。

苍底汾河桥建设工程是河津市今
年确定的重点交通设施工程。原苍底
汾河桥修建于 1977 年，去年桥梁技
术状态被评定为四类危桥，不仅影响
汾河河道行洪，还存在安全隐患，河
津市决定投资 4230 余万元建设苍底
汾河桥。该项目全长 1151 米，其中

桥梁长 392 米，引道长 478 米，路基
宽 12 米，并与桥梁同宽。新建桥梁
采 用 6 孔 T 梁 和 3 孔 现 浇 箱 梁 相 结
合，下部结构为柱式实体墩。

该项目自 11 月下旬水稳层铺设
完成后，施工单位便第一时间投入到
铺油作业当中，整个铺油涵盖主路面
和改移道路，采用改性沥青进行铺
筑，可从根本上提高路面的抗疲劳能
力。为了确保施工质量，交通部门派
出专人蹲点一线，严格把控沥青的运
输和摊铺温度。

据悉，该工程预计本月底完工并
实现通车。

河津市苍底汾河桥建设工程
进入路面铺油阶段

（上接第一版）指出，要加大创新投
入，推动技术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
争力，打造行业标杆。来到瑞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储祥好认真了解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要求，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延链补链
强链，在大健康产业领域实现多元化
发展。在王来成农产品有限公司，储
祥好现场察看调味品自动化生产线，
叮嘱企业要强化创新、精耕细作，不
断扩大生产规模和品牌知名度，推动
企业做大做强。

调研中，储祥好强调，要准确把
握“晋创谷·运城”创新驱动平台发
展定位，聚焦“合汽生材”等战新产
业，统筹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优化
运营体制机制，搭建创新平台，完善
科创引育、成果转化等服务体系，强
化金融、人才等要素保障，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科
研成果在我市转化、更多优质产业向
我市集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
全方位转型提供强有力支撑。

近年来，永济市城西街道介峪口村
进一步发挥省级“美丽乡村”优势，持续
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盘活现有资
源，加强村企联合，加快推动特色产业
发展，不断释放乡村振兴新动能。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乡村。介
峪口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将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

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作为重点，
抓点串线促面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通过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特色
产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打造特色民宿，发挥示范效应。介
峪口村临近景区，有典型的传统民居，
该村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宅基地

“占新腾旧”政策背景下，收回村民旧

院落加以改造。目前，该村吃、住、游、
购项目已基本齐聚。明年还将实施电
商馆、石磨面、果品交易市场等项目，
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

加强“村企联合”，共建美好家园。
介峪口村通过集体土地租赁、闲置房屋
出租方式，凭借村级土地、劳力等优势，
帮助企业解决在施工运行方面遇到的

困难，从而吸引优质企业参与乡村振
兴，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特色产业，促进
稳岗就业，实现共同致富。

“下一步，我们计划建设露营基地、
采摘基地，不断吸引新业态入住，发展
独具特色的民宿小院，形成集餐饮、娱
乐、文创于一体的旅游度假村。”该村相
关负责人说。

农文旅融合农文旅融合 绘出新画卷绘出新画卷
本报记者 孙 雄

当 下 ， 正 值 地 黄 收 获 的 黄 金 时
节，临猗县东张镇的田野里弥漫着中
药材的清香。

在 农 户 陈 文 华 的 地 黄 种 植 基 地
里，大型机械轰鸣着穿梭于田间采挖
地黄。工人们捡拾、分拣并装车，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今年我种了
100 亩 地 黄 ， 每 亩 产 量 超 过 5000 公
斤，价格也很不错。”陈文华诉说着丰
收的喜悦。据他估算，今年他家地黄
收入可达百万元。

近年来，东张镇因地制宜发展中
药材种植产业，并积极推动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和规模化生产。目前，该镇
的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46.67 公顷，并
在外承包 2000 余公顷土地用于种植中
药材。在东张镇，还有许多和陈文华
一样的农户，凭借着中药材种植把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

“我们每天早上 7 点就过来干活，
每 小 时 能 挣 13 块 钱 ， 一 天 下 来 能 有
100 多块钱收入。”采收工人巩小菊告
诉记者，“不论是夏季除草还是冬季采
收，我都会到这里找活干，收入稳定
可靠。”

地黄生长适应性强，且具有较高

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在中药、保
健 品 及 化 妆 品 等 领 域 有 着 广 泛 的 应
用 。 凭 借 较 为 可 观 的 种 植 规 模 和 产
量 ， 东 张 镇 逐 步 搭 建 起 集 中 药 材 种
植 、 加 工 、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完 整 产 业
链。

走进该县鸿泽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加工车间，全自动化烘干设备正
全力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刚运
抵的地黄开展筛土、清洗、上架、烘
干、分选、打包等系列工作。

“这两条自动化烘干线不仅省时省
力 ， 而 且 烘 出 的 地 黄 品 质 高 、 颜 色

好、干度适中。”该合作社理事长常红
伟自豪地介绍道。他还透露，当前该
加工车间每天可烘干生地黄 60 吨，预
计今年全年可烘干地黄 1000 吨左右。
自 11 月初以来，该合作社已加工大量
干货，并成功销往北京同仁堂、广州
白云山等知名药企。

据了解，东张镇共有 4 家中药材
烘 干 企 业 ， 每 年 可 加 工 各 类 中 草 药
7800 多吨，产品远销北京及安徽、广
东 、 河 南 等 地 。 该 镇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未来将继续拓展中药材产业链，
以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地黄丰收忙地黄丰收忙 产业发展旺产业发展旺
本报记者 付 炎 通讯员 赵桓庆

（上接第一版）
在品牌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我市

农产品品牌的溢价效应也逐渐显现，品
牌价值及影响力均不断上升。

运城苹果、临猗苹果分别以品牌价
值 75.21 亿元、51.38 亿元入选 2024 中国
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牌（地理标志）百强
榜第 47 位、78 位；夏县西瓜以品牌价值
10.73 亿元成为全国品牌价值最高的西
瓜 类 品 牌 ，全 市 区 域 品 牌 总 价 值 达
177.42亿元。

据了解，目前在农产品品牌总数上，
全市累计有效期内绿色有机农产品总数
达 215 个、“有机旱作·晋品”7 个、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 52 个、“圳品”111 个，分别
占全省的 10%、11%、33%、34%，品牌总数
稳居全省第一，其中“圳品”和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单项品牌数量连续多年稳居
全省第一；增量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圳品”、良好农业规范分别新增 5
个 、38 个 、16 个 ，全 省 占 比 21% 、37% 、
73%，三项增量均创全省第一；试点上，
在农业农村部首批开展的中国良好农业
规范整建制试点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整体推进试点两项重点工作中，我市绛
县、万荣县分别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县成
功入选，成为我市特优农业发展进程中
的标志性成就。

目前，我市农业品牌建设取得积极
进展，引领打造了一批立得住、叫得响、
信得过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
牌和产品品牌，品牌美誉度持续提升，农
业品牌的溢价效应逐渐显现，呈现出多
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发展态势，百花
齐放的局面正在形成，有力推动了农业
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在品
牌认证上继续提数量、保质量。聚焦绿色
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重点品牌，
坚持“标准至上、质量第一”的原则，按照

“稳定存量、优化增量”要求，积极组织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申报各类品牌，持续提升品牌质
量。

严格质量检测，守护品质
底线——

把“质量关”提升“价值链”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欲茂其末，必
深其根。品牌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象征，是农产品品质和信誉的凝结。我市
多种农产品品牌以品质过硬、价格适中

等优势，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
近年来，我市持续增加绿色优质农

产品供给，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完善
全产业链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以优质农
产品筑牢品牌发展根基。

以运城苹果为例。运城苹果是有果
品“身份证”的苹果，苹果上的二维码扫
码后，追溯平台页面内不仅果园基本信
息清晰可见，还能进一步察看果园的管
理记录，有修剪、施肥、套袋的时间，而且
每项工作的具体内容，都附有清晰照片。

一枚小小的二维码，巧妙地串联起
生产者、消费者与监管者。在其背后，是
我市将人民对食品安全与食品品质的向
往、品牌强农的使命感与促进乡村振兴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运城农产品品牌
打开了一条成功之路。

同时，我市坚持把安全、优质、绿色
作为农业品牌最亮底色，加强以绿色食
品为重点的质量认证政策的宣传引导，
持续深入推进申报认证，严格证后管理，
全面提升品牌农产品质量。

迎着早晨略显凛冽的寒风，在盐湖
区一家农产品企业种植园里，一批蔬菜
正在接受一场特殊的“考试”，考官正是
来自市农业农村局名优农产品品牌建设
工作站的工作人员。

考官们仔细察看该企业种植的农产
品的产地信息、水源、肥料等，确保产品
各项指标都要“新鲜”。

“其实我们这些环节不仅仅是对企
业的高标准、严要求，更多的是促进企业
质量提升，帮助企业更好地改良技术和
产品。”工作人员说。

据介绍，我市农业农村部门狠抓质
量管理。一是强化证前审查。严把材料审
查和现场检查“两大关口”，强化绿色食
品认证的源头管控。全年现场检查 39 家
企业 91 个产品，针对检查发现问题当场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35 份，对不具备
整改条件的企业依规取消本年度申报资
格 3 家 5 个产品。二是强化企业年检。实
行年检企业、检查人员“双随机”模式，对
已获证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
质量控制体系、标识管理等重点内容开
展年度检查，将企业年检结果与项目申
报、质量认证、品牌培育、展销推介“四挂
钩”，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三是强
化产品抽检。将产品抽检范围扩大至重
点品类、重点生产主体、重点生产季节、
重点风险因子等方面，积极配合部、省完
成 79批次获证产品质量抽检。

“下一步，我们将在质量监管上继续

高标准、严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到年检
督导检查、续展核查等监管制度落实全
过程，大力强化淘汰退出机制，对不合格
企业和产品坚决取消标志使用权，倒逼
获证生产经营主体强化落实质量安全主
体 责 任 ，为 全 市 品 牌 农 业 夯 实 发 展 基
础。”郭益鸿说。

与此同时，我市还加快推进稷山、临
猗、新绛 3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推动晋南苹果国家产业集群项目、夏县
南大里乡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在临
猗、万荣、稷山 3 个果蔬主产县建设产地
冷链集配中心……现代农业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为我市农产品品牌质量提升“保
驾护航”，更能够切切实实帮助企业和农
户以高标准高质量走出高效益之路，让
我市农产品品牌认知范围能够越来越
广。

线上线下推介，拓宽营销
渠道——

以“金字牌”撬动“大市场”

记者见到山西荣辉农耕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科辉时，他刚从广州参
加展会归来不久。王科辉此次是随同市
农业农村局名优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站
的工作人员前往广州参加以“加快发展
现代农业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
的第 21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此次展会，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盐湖
区禹润西瓜、垣曲雅之源香菇酱、平陆古
虞王苹果等 9 家企业前往参加，其中就
有荣辉农耕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会上，我们的‘关之味’品牌梨受
到广州当地老百姓的认可，前来咨询的人
络绎不绝。这次我们还参加了强农论坛、
全国农产品采购商联盟成立大会、农业品
牌成果发布和推介活动，与当地的采购商
签订了采购意向合同。”王科辉说。

此次以农产品品牌撬动大市场的推
广行为并不是偶然，而是王科辉深耕农
产品品牌建设多年的成果。

在多年的果蔬销售中，王科辉发现，
农产品要进入更多、更大的区域市场，农
产品品牌成为“硬通货”。

“有些区域市场，必须要有‘三品一
标’才让进。比如深圳区域市场，有‘圳
品’认证就是质量的保证。所以，企业要
发展，就得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他说。

实践出真知，靠品种取胜、靠品质争
先、靠品牌出彩才是农业企业发展的不
二法门。由此他积极推进公司种植的果

蔬完成质量认证，先后完成 4 个全国
有机农产品、4 个全国绿色食品、3 个
全 国 名 特 优 新 农 产 品 以 及 14 个“ 圳
品”农产品认证。

胡萝卜、梨、板栗等有机转换认证
证书，“关之味”梨、“夏品夏味”桃等绿
色食品认证证书，毛桃、红提、红香酥
梨等供应深圳农产品基地认证书……
各种各样的认证证书开启了王科辉的
品牌强农之路，也开启了他的品牌推
介之路。

“酒香也怕巷子深”，从田间地头
到百姓餐桌，农产品还要经历“市场营
销”这道关。

对此，我市以线上线下各类平台
为抓手，聚焦北上广等中心城市，充分
利用各类展销推介平台，采取集中与
分散、展销与推介、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方 式 ，加 强 产 销 对 接 ，力 促“ 运 品 出
运”，让更多消费者了解运城农产品品
牌、购买运城农产品。

对上海运城特色农产品展销中心
进行升级改造，择优上新 30 余种名优
农产品，有效带动产品销售；先后组织
55 家企业参加广州全国农交会、四川
农博会、北京展销周、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产销对接会等 9 场重点展销推介
活动。活动期间，平陆国机集团入选

“国家级媒体平台陪跑助力全国 100
家企业品牌打造计划”、垣曲香菇荣获

“2024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最受欢迎产品奖”……

同时，我市顺应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发展趋势，依托“互联网+”农
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实施，利用农村
电商、云展会等数字平台，让众多农业
品牌行销全国。

下一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将聚
焦品牌农业建设，以农产品“三品一
标”四大行动为抓手，扎实推进质量认
证、品牌推选、展销推介等重点工作，
持续打造农业“金字招牌”，为运城农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品牌力量。

运城苹果、稷山板枣、夏县西
瓜、绛县大樱桃……在街头巷尾的水
果摊，一年四季都有特色水果供应；
打开购物网站，只需一键加购，永济
白对虾、临猗大闸蟹、永济黄河大鲤
鱼等“特”“优”土特产就能跨越千
山万水来到消费者的餐桌。乘着品牌
建设之风，我市特色农产品出山出
海，走进更广阔的市场，成为更多消
费者的选择。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