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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运城博物馆携手吉林大
学考古学院联合打造“‘纸’为遇见你，古
法染纸手工互动体验”活动。

当日，来自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研究
生周乐淏讲解了“古法染纸”的流程，并全
程指导中小学生进行染纸操作。她通过
使用橡碗子、板栗壳等古法染纸材料熬制
染液，让学生们体验托染、浸染、刷染等染
纸技术。此次活动增强了学生热爱文物、
珍惜资源的意识，在提高学生文化自信的
同时，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暑
假。

潘志芳 摄

▲为切实提升农村地区交通参与者
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和文明意识，
全力防范夏季农村道路交通事故，8 月 1
日，市公安局盐湖分局交警大队按照上级
公安机关党委的安排部署，组织宣传科民
辅警来到圣惠小公园开展“美丽乡村行”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现场，民辅警通过事故案例警示展
板、快板表演、有奖问答、发放交通安全宣
传挂图等方式，对群众进行交通安全教
育，让群众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做到安全
文明出行。 葛崇收 谭建春

运城晚报讯（记者 寻霄）7 月
27 日上午，芮城县消防救援大队联
合永乐社区举办了“蓝焰守护 七
彩假期”消防研学夏令营。辖区 50
余名中小学生穿上消防救援服，化
身“小小消防员”，通过参观营区、趣
味课堂、游戏互动等环节，沉浸式体
验营区生活，学习安全知识，度过平
安暑假。

在消防员的陪伴下，孩子们参
观了消防车辆和随车装备，了解各
种消防车的功能，登上云梯消防车，
与消防员模拟高层灭火的场景。“每
件消防衣服用途都不一样，有的是
灭火救援时穿，有的是抢险服，还有
的是耐高温隔热服……”现场，消防
员向孩子们展示各类消防服装，讲
解它们的用途和特点，并让孩子们
通过试穿消防服，体验当消防员的
感觉，了解消防员职业的艰辛。

在趣味活动环节，宣传人员将
消防元素融进游戏中，新奇的玩法
让同学们踊跃参与其中，在分享欢

乐的同时，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上
图）。此外，在消防科普教育馆，孩
子们认真学习了逃生自救常识，了
解了日常生活的防火注意事项，掌
握了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活动最后，孩子们用歌声、舞
蹈和鲜花表达了对消防员的敬意，
并分享了自己的收获，以欢声笑语
为“消防夏令营”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

萌娃打卡消防站 体验别样“夏令营”

“我们这梨皮薄肉厚、甘甜多
汁 、 口 感 酥 脆 ， 备 受 消 费 者 青
睐。”近日，在位于河津市小梁乡
马家庄村的一处梨园，圆润饱满的
巴梨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果香
味，巴梨种植户台红信一边忙着摘

梨 、 装 筐 （左
图），一边和记者
分享丰收的喜悦。

巴梨又名香
蕉 梨 、 秋 洋 梨 ，
因果实状若葫芦
俗称“葫芦梨”，
为蔷薇科植物西
洋梨的果实，以
果色纯正、肉质
细腻、外形独特
而闻名，是我国
广泛栽培的鲜食
水果品种。

果肉鲜美、汁多味美、质地细
腻、风味芳香、香甜无渣，这是众
多消费者对巴梨的评价。巴梨之所
以好评如潮，主要得益于台红信的
创新技术和独特的管理技术。2014
年，台红信开始尝试种植巴梨，经

过近10年的科学种植和精心管理，
3 亩多梨树眼下正值盛果期，预计
亩 产 可 达 3500 公 斤 。 记 者 了 解
到，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台红信
多次奔赴巴梨产地进行调研，详细
了解土质含量和水质状况，在他的
执着和努力下，他的引种方案得到
当地专家的一致肯定。

“头茬梨一斤能卖到两块多钱，
每天都有很多顾客上门，销路一点
儿也不愁。”尝到了巴梨种植甜头的
台红信告诉记者，下一步，他计划在
梨园安装有害生物绿色防控设备，
坚持纯天然绿色生态种植，以有机
肥替代化肥，杜绝农药过度使用，多
措并举让巴梨品质越来越好、产量
越来越高，努力把自家梨做成市场
上的“独一份”，让“葫芦梨”成为增
收致富的“福禄果”。

记者 刘凯华

咱河津果农培育的“巴梨”，你吃过吗？

图片新闻

▲7月30日，一台机械在去往永济市
虞乡镇新源村扶窑自然村的山路上作业。

该自然村处在中条山深处，西红柿产
业为该村的支柱产业，由于进出村的道路
难行，西红柿外销运输成为难题。永济市
交通运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为该村
硬化路面 15 公里，解决村民西红柿外销
难题，受到村民好评。

特约摄影 陈春明

眼下，作为山西“果盘子”的运
城如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水果丰收
季。

7 月 31 日，记者在临猗县御品
一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
简称“御品一园”）的包装车间里看
到，主播通过抖音、拼多多等平台向
广大网友介绍仓库里的鲜桃和冬
枣，并详细介绍其生长环境、口感
等，用幽默活泼的方式带大家“看”
果园、“尝”水果，吸引众多观众点赞
下单。

“御品一园”负责人赵学升告诉
记者：“公司目前线上的总销售量每
天能达到6万单左右。”

把水果种好，把产量提升，让质
量过硬，这是“御品一园”推动水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记者了解
到，作为全市乃至全省最大的线上生
鲜销售企业，“御品一园”现有恒温果
库17座、年储藏果品7500吨。

近年来，随着我市果品产量和
品质的逐年提高，如何让水果行销
全国，成为“御品一园”高质量发展
的课题之一：依托临猗县优越的地
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完善的物
流系统，该企业完成了2019年销售
额 5300 万元、2020 年销售额 1.6 亿
元、2021 年销售额 2.15 亿元、2022
年销售额2.4亿元的华丽蜕变。

从电商“菜鸟”到电商“达人”，
“御品一园”的成功之路也不是一帆
风顺的，赵学升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刚起步卖果品的经历。当时，他从
果农手上收购了很多鲜桃，准备在
电商平台上一展身手。因为缺乏经
验，经过采摘、分装、打包、发货、运
输等流程，等消费者收到货时，口感
已经过了最佳时期。赵学升没有放
弃，他向当地果农、专家虚心请教，
系统学习各类果品的成熟期、仓储
条件、运输难点等，终于攻克了保

鲜、包装、运输等环节中的难题。
“做农村电商的苦与乐，只有经

历了才知道。”回顾多年的农村电商
创业历程，赵学升感慨颇多。他说，
相对于其他农产品，水果成熟期短、
易腐坏，有太多需要把控的细节。

“最纠结的就是爆单的时候，既高兴
又担忧。高兴的是单子越来越多，
但同时也担忧采摘、运输过程中出
岔子。”如今，在硬件和客服管理的
不断升级下，“御品一园”已长期占
据拼多多、天猫等平台生鲜果品畅
销榜、好评榜前列。

赵学升告诉记者，下一步，“御
品一园”将继续依托“互联网+”平
台，组织电商企业探索电子商务发
展新思路，举办直播带货及短视频
创作大赛，培育更多电商人才，提高
消费者对运城水果的知晓率，预计
今年线上销售可超3亿元。

记者 刘凯华 见习记者 吴娜

从枝头到舌尖

这家电商助力运城果品线上“出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