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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在垣曲县古城
镇曙猿湾村，绿色的田野与清澈
的黄河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生
态画卷。

该村利用当地三面为黄河

库区和山清水秀环境美的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移民后续开发中
的特色种植业和水上渔业，成为
黄河小浪底水库边一颗明珠。

特约摄影 崔松良

▲4 月 19 日拍摄的稷山县
城西民乐园。

近年来，稷山县不断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生态
环境，打造舒畅、舒朗、舒心的美

丽家园，形成城区四面环水、四
边有林的生态格局，进一步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

栗卢建 摄

□记者 刘凯华

药农们常说“药材挣钱苗难栽”，中药材
种植机械化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有效解决了

“苗难栽”这一问题。近日，盐湖区引进新型
根茎类中药材复式播种机，一站式完成根茎
类中药材播种全过程。

4 月是丹参的播种期，在盐湖区泓芝驿
镇中药材种植基地，一台新型根茎类中药材
复式播种机正缓缓前进，6 名投苗手将丹参
种块整齐地放进机器，经过链槽转动传输，将
其精准完整地播种在松软的土壤中。

“按照传统的作业方法，人工种植一亩地
成本将近300块钱，用多功能药材机种植一
亩地大概200块钱。”种植企业山西屴方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满迎告诉记者，中药
材生产机械化还可以提升药材种植效益，“滴
灌、覆膜、旋耕、施肥等一次性就能完成，省
工、省时又省力。”

数据显示，盐湖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5

万余亩。近年来，盐湖区积极普及推广中药
材机械化种植技术，发挥种植技术装备优势，
计划在2024年建成盐湖区“中药材生产机械
化提质增效技术”示范基地，引进耕整、播种、
植保、收获等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装备，推
进中药材种植机械化、规模化，降低劳动强
度，提高作业效率，降低投资成本，增加农民
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盐湖区的中药材生产机械化已成
一道风景线。

泓芝驿镇的农民李运龙也种植了几亩丹
参，在以前需要占用大量人力和物力，如今利
用机械化种植不仅能降低种植成本，还增加
了药苗成活率，使他实现了“种药一身轻”的
愿望。中药材全程机械化技术，越来越得到
合作社和农户的认可。“以前人工播种很费
劲，经常按种子按得手都破了，现在用一体化
机器，播种均匀，深浅、覆土特别到位，肥料、
地膜、喷带一起完成了，好处确实多。”李运龙
说。

智能农机的推广和运用是实现农田增
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盐湖区
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薛军表示，下一步，
该中心将立足本职，聚焦盐湖区特优农业中
药材产业发展生产需要，结合国内小众农机
特点，重点在中药材全程机械化的关键环节，
引进先进适用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帮助农民
节本增效，助力特优农业产业安全高效发展。

中药材生产机械化助力乡村振兴

降 本 增 效 种 收“ 加 速 ”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文军） 4 月
19日，市委书记丁小强深入万荣县、河
津市、稷山县和新绛县等沿汾河四县

（市），调研汾河流域 （运城段） 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并召开现场推进会。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强
力推动沿汾生态文旅融合示范带建设再
发力、再提速、再突破，全力打造名副
其实的生态长廊、文旅长廊、富民长
廊，让汾河 （运城段） 成为造福两岸人
民的幸福河。市领导李晓武、乔登州、

张建元、张锐、张东婷等参加。
谷雨时节，汾河两岸生机盎然。一

天时间里，丁小强带领沿汾四县（市）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从万荣县汾河入黄处起，沿汾河
旅游公路一路东行至新绛县汾河运城临
汾交界处，沿途察看河道治理、生态保护
修复、旅游公路建设、防洪能力提升、污
水治理等情况，认真听取各县（市）和市
直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对近年来沿汾生
态文旅融合示范带建设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并就加快推进示范带建设进行再部
署、再安排。

丁小强强调，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工

程项目建设。围绕控污、清淤、畅通、增
绿、增产等方面的项目，全周期发力、全
要素保障、全流程提速、全方位推动，倒
排工期、保质保量、压茬推进，确保项目
按照时序进度推进，达到预期目标。同
时，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抢抓机遇谋划
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确保项目库充盈、
后续有力。要进一步整治提升沿岸环
境。结合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加大汾河
沿线环境整治力度，坚决消除“脏、乱、
差”，着力打造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漂漂
亮亮的人居环境，绘就“一川清水、两岸
锦绣”的美好图景。要进一步拓展沿汾
旅游公路功能作用。不断完善旅游公路

的主体系统、慢行系统、服务系统、信息
系统、景观系统，因地制宜发展智慧农
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等，持续在沿路
景区景点提升上下功夫，推动农文旅深
度融合，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要坚持深入一
线、统筹协调，沿汾四县（市）和相关部门
要扛牢责任、同向发力，强化政策支持、
服务保障和跟踪督办，着力抓好工作落
实，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确保各项任
务高标准推进、高效率完成，齐心协力推
动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丁小强调研推进汾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时强调

全力打造生态长廊文旅长廊富民长廊

垣曲：黄河岸边生态美

稷山：城区环境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