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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甜的水蜜桃、销量霸榜的玉菇甜
瓜、“瓜中之王”的哈密瓜、“生命之果”的
覆盆子……随着这些“不常见”的水果渐
次成熟，作为山西“果盘子”的运城，正上
演着各类水果“你方唱罢我登场”。

运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是苹果生
产黄金带和水果最佳生产区之一，水果
种类超过170种，从年初到岁末，草莓、樱
桃、甜杏、葡萄、鲜桃、油桃、酥梨、猕猴
桃、冬枣、苹果、甜柿等各类水果接连不
断，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百果园”。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我市按
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在稳定特色产业总
体规模，强化标准引领、产品销售和品牌
创建的同时，探索发展哈密瓜、“恐龙
蛋”、树莓等特色小水果多元种植，填补
产业空白，涌现出一批特色品牌。小水
果产业，已成为不少农村经济增长的新
亮点及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如果说自然生态条件是河东传统水
果种植发展的“先天优势”，那么用好科
技手段，则是提升河东小水果品质的“后
天努力”。

近日，绛县古绛镇小张村的果农王
红引正忙着采摘、包装、发货。尽管忙得

“脚不沾地”，他心中却是喜滋滋的，期待
自己的辛勤付出能有回报（右上图）。王
红引介绍，“恐龙蛋”水果是由李子和杏
子杂交而成，是一种新兴的水果。开始
引进“恐龙蛋”新型品种时，他由于技术
掌握不到位，种出的果子甜度一直达不
到标准，后来经过反复改良，终于种植成

功，加上特色水果良好的市场行情，让王
红引的信心越来越足。“以前有许多人不
知道我们县种植‘恐龙蛋’水果，县里青
年干部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吸引了
很多客户纷纷订购，目前第一批采摘的
果子已经全部订完了。”王红引说。

“来，来，来，尝尝咱这水蜜桃！”走进
河津市柴家镇北原村桃农王志刚的桃
园，只见一个个新鲜欲滴、硕大饱满的水
蜜桃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桃香扑鼻
而来。几年前，从外地引进的众多水蜜
桃品种中，他就看中了这类品种所具有
的早熟、果大、质优等特点。几年的时
间，经过精心管护，3亩桃园逐渐投产达

效。目前，果子正处于盛果期，客户订单
也应接不暇。谈及水蜜桃的热销，王志
刚难掩心中的喜悦：“我们的水蜜桃供应
的大多是老客户，一到成熟期，客户就自
己上门来采摘了。这几天，早熟的水蜜
桃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每天都吸引众多
顾客慕名而来。3 亩桃树一共能收获水
蜜桃5000公斤左右，今年又是一个丰收
年！”

尝到了传统西瓜生意的“甜”，盐湖
区冯村乡的禹润（山西）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开始尝试种植“小吊瓜”。“今年
由于前期气候适宜、管理到位，使头茬、
二茬的西瓜生长周期得以保证，品质和

口感都非常好！”该公司负责人樊志强介
绍，相较于我市其他地区的“大块头”西
瓜，今年他们尝试种植的“京嘉301”品种
西瓜更为小巧，甜度也更高。“我是从江
苏徐州过来的，专门到盐湖区收西瓜。
一是因为这边西瓜口感好，二是因为这
里的瓜甜度也高，在我们当地的各大商
超和水果门店卖得好。”该公司外，客商
朱信宇掰着手指头细说起了“京嘉301”
西瓜的各种优点，“每天大约发两车，现
在西瓜正大量上市，每天都要发走三四
万公斤。”

当然，小水果要成长为大产业，不仅
要解决“怎么产”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
销”的问题。盛夏时节，在河津市阳村街
道峻岭村村民卫俊英的观光采摘园里，
一垄垄树莓藤蔓郁郁葱葱，一个个籽粒
饱满的树莓挂满枝头，成熟的红色果实
散发出夏天特有的诱人气息，令人垂
涎。“现在树莓已经陆续成熟，于是我们
对采摘园进行了开放，为游客提供一个
可以自由采摘树莓的‘自然乐园’，反响
还不错，这更加增强了我的创业信心。”
看着眼前这片土地，“新农人”卫俊英信
心满满。

如今，我市不少精品果园依托资源
优势，大力构建集旅游、观光、采摘为一
体的农旅观光采摘体系，逐步形成了以
田园综合体、乡村观光游、休闲游为主的
农旅产业，实现了月月有花赏、季季有果
尝、年年有收益。此举不仅推动了山区
变景区、果园变公园、产品变商品，还通
过做深农旅融合发展，提高了水果附加
值，增加了农民收入。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杜磊）“太感谢你了，不
然孩子不知道会怎样！”家长王某连连道谢。

近日，盐湖区东城街道盐湖城社区网格员
景东杰日常巡查时，在祥和家苑小区北门口遇
到一位老大爷用自行车载着孩子，突然孩子从
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浑身抽搐。情况危急，景东
杰立刻帮忙将孩子送到小区诊所，大夫说情况
严重须立刻去医院。此时，孩子爷爷早已急得乱
了阵脚。“快上车！”景东杰火速骑了辆电动自行
车，带上两人赶往运城市妇幼保健院。到医院
后，景东杰怕老人说不清楚情况，并未就此离
开，而是随后向医生说明详细情况，以及孩子抽
搐时的具体情形，直到孩子父母赶来才离开。

据了解，事发当天，孩子在学校高烧 39 摄
氏度，爷爷接回家后正准备去就医，在路上突发
状况。目前，孩子高烧已退，恢复了意识。

◀7月23日，在垣曲县
恒强玻璃水晶灯饰有限公
司，工人在制作婚庆水晶
装饰珠链。

6年前，垣曲县英言镇
返乡青年张强，回到家乡
创业办起了公司，吸纳 90
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近
年来，该公司由起初生产
水晶灯饰转为加工婚庆装
饰品，产品除销往河南、山
东、四川等地，还出口到哈
萨克斯坦等国家，带动周
边村民共同增收致富。

特约摄影 崔松良

运城晚报讯 （记者 范楚乔
通讯员 王莹） 7 月 20 日，山西省
地质勘查局二一四地质队有限公司
举办了首届地质科普讲解大赛，该
公司从事技术工作的职工和科普爱
好者共计18人参加。他们以良好的
精神风貌和生动的讲解，带领现场
观众及线上直播间的网友追寻自然
资源遗迹，探索地质科学的无限奥
秘。

比赛中，选手们聚焦保障能源资
源安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地
质灾害防治3大选题，以图片、视频、
数据等相融合的形式，为大家普及具
有运城特点的矿产资源、盐湖生态旅

游等内容。原本枯燥乏味的地质知
识，在选手们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讲解
中变得妙趣横生，整场活动趣味十
足、干货满满。

比赛结束后，主办方对成绩优异
的选手进行了颁奖。此外，此次比赛
的参赛作品将被剪辑成科普小短片
在线上平台传播，获奖选手将被择优
推荐参加省级比赛。

自2017年以来，该公司坚持“公
益类科技型”企业定位，号召广大党
员、干部、职工进学校、到社区、入单
位，以地质科普方式，积极履行社会
公益职责，同时借助“地勘先锋2023”
抖音号和“地勘先锋”微信公众号、视

频号，用更便捷的方式向广大市民普
及地质科学知识，形成了“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科普宣传模式，受到社
会各界好评。

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爱武
表示，首届地质科普讲解大赛的举
办，不仅加强了公司科普人才队伍建
设，锻炼和提升了技术人员的业务能
力，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民众对地质
工作的了解，为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
凝聚了更多智慧和力量。下一步，公
司将继续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地质
科普活动，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
精神，引导市民掌握身边的地质科普
知识。

掘金“小水果” 敲开“致富门”

省勘局二一四地质队有限公司 举办首届地质科普讲解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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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 7月18日，稷山县后稷中学
高三优秀学生孙敬鑫和父母共同进行社会实
践，为周边的特殊家庭送去慰问品，表达了对老
人的关爱。

当日，一家人先后来到该县翟店镇西位村
敬老院、太阳乡太阳村“寄养奶奶”午仁翠家、清
河镇北阳城村“好媳妇”孙建慧家和南辛庄村一
位孤寡老人家等，送去八宝粥、西瓜、花露水等
物品，帮助他们降温解暑。

每到一处，一家人都细心地为老人讲解防
暑降温常识、宣传各项帮扶政策，还对老人住处
的水、电等方面进行安全使用提醒，叮嘱老人们
一定要安全度过高温暑天。

“通过奉献爱心，增强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感，对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孙敬鑫说。 （翟建平）

夏送清凉 情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