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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陶登肖） 9
月3日，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运城市分
局主办，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分行承
办的外汇汇率避险政策宣讲暨银企
涉外业务洽谈会召开。会议邀请运
城市重点涉外企业、各商业银行代
表共聚，分析人民币汇率走势，宣
导汇率风险政策，助力企业稳健发
展。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
济形势下，汇率风险管理对于企业的
可持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
要。近年来，我市始终将服务实体经
济需求作为汇率避险业务发展的动力
源泉，通过完善高标准产品体系、打
造高效率交易渠道、建设高水平服务
团队等方式，持续提升汇率风险管理

服务质效，助力涉外企业在人民币汇
率双向波动、弹性增强的市场环境下
行稳致远。

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分行副行长陈
鑫介绍了该行在汇率避险业务上的做
法及下一步打算。国家外汇管理局运
城市分局副局长王金波解析了汇率风
险中性的要义，指出企业要树立汇率
风险意识，灵活运用多种汇率风险管
理工具规避汇率风险，主动做好外汇
风险防控。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
局国际收支处高级经济师石瑞华为大
家作了题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下
企业如何应对汇率风险》报告，向企
业揭示外汇市场逻辑及隐藏风险，引
导企业充分认识汇率风险管理的必要
性。

会上，多家外贸企业代表就近
期外汇市场波动、未来趋势研判及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进行了咨询。工
作人员一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

为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主力军作用，进一步推动银行有效传
导外汇管理政策，引导涉外企业树立
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升汇率风险管
理能力，推动运城市涉外企业高质量
发展，下一步，我市将借鉴优秀经验
做法，持续深化银政、银企、银银合
作，广泛对接涉外企业个性需求，不
断加强对企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导，
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提升
服务质量，着力提升专业化能力水
平，以优质汇率避险服务为实体经济
发展保驾护航。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蕊彤）8月30日，
绛县横水镇党委、政府联合共青团绛县委员
会开展“关爱雏鹰 呵护成长”护鹰行动，关
注留守儿童的成长，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

活动期间，一行人来到留守儿童家中，与
孩子们及其监护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孩
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为孩子们送上书包、
文具等慰问品。同时，邀请专职心理辅导老
师对孩子们进行针对性心理辅导，并制订长
期辅导计划，不定期对其进行家访，关注孩子
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和问题，及时
调整孩子们的心理状况。

下一步，绛县横水镇将持续关注留守儿
童问题，开展多元化活动，为下一代健康成长
提供应有的帮助。同时，也积极呼吁更多的
人加入到“护鹰行动”，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
创造更加美好的条件。

眼下，地处临猗县角杯镇潘西村黄河
岸边的水产养殖基地，一派繁忙景象，首
批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季，开始陆续上
市。自上市以来，该养殖基地占地300亩，
目前已销售3000斤南美白对虾，预计可
产出5万斤，年产值可达100余万元。

现场，记者看到了刚捕捞上来的南
美白对虾，虾体晶莹透彻、肉质饱满，体
态鲜活，富有生命力。一旁，不少当地虾
农正在抓紧装车，确保第一时间销往市
场。

在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养殖户张
旭和妻子一同下笼、撒料，大约等待了1
个小时开始收笼，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南
美白对虾被捕捞出水。

“今年我们在潘西滩养了 300 亩的
南美白对虾，5月10日前后放的苗，到8
月 22 日陆续开始出虾。我这个塘是 120
亩，平均每天能出 1000 斤虾，根据客户
需求，每天也可以适时增加捕获量，具备
每天3000斤到5000斤的捕捞能力。”张
旭告诉记者，这些南美白对虾一直可以

卖到中秋节。
南美白对虾属广温广盐性热带虾

类。地处内陆的临猗县，以前并没有养殖

南美白对虾的条件和技术。一些养殖户
依托黄河滩涂地独特的资源优势，大胆
创新，摸索性地开始养殖南美白对虾并

获得成功。
记者了解到，南美白对虾养殖需要

注意及时调节水质、科学投喂，加强巡塘
管理。目前，南美白对虾的售价是每斤21
元左右，约有30只，主要销往我省太原、
陕西西安等地。

“临猗黄河滩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品
质特别好，肉质紧实，活力也好，很受市
场欢迎。”客商马智慧订购了两车南美白
对虾，“水土好、生态好，产品当然好！”

“我们的黄河边环境好，因此产的
‘海鲜’质量是有保障的。除此之外，在营
养、口感等方面，有关专家也进行了研
究，黄河岸畔的养殖方式与传统养殖方
式差异不大，一些养殖品种中呈味氨基
酸含量更高，肌肉色泽更好。”市农业农
村局一名水产专家表示。

张旭告诉记者，下一步，他想扩大
养殖面积，引进罗氏沼虾，增加养殖种
类 . 同时，科学管理好虾塘，不断提高
临猗黄河南美白对虾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 9 月 3 日 ， 金 秋 时
节，夏县南大里乡山区平
川，一簇簇金色槐米陆续进
入成熟收获期，该乡上董村
农民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
秋槐米，田间地头一派丰收
景象。

近年来，夏县南大里
乡根据山区平川地理气候
特点，不断调优农业产业
结构，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建起
5000 亩双季槐产业基地 ，
全面推广现代农业技术，
提升槐米的产量和品质，
连 年 获 得 夏 秋 两 季 好 收
成，持续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特约摄影 张秀峰

临猗黄河新生态：对虾抢“鲜”上市

▲黄河余晖，泛舟捕捞。

夏县 秋槐米采收忙

宣导汇率风险政策 助力企业稳健发展

我市召开外汇汇率避险宣讲暨银企涉外业务洽谈会

连日来，盐湖区王范乡刘村庄村的千亩韭
菜迎来盛花期。农民们加紧采摘，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走进该村韭菜种植基地，一片片
韭花长势喜人。村民们麻利地采摘韭花，然后装
袋、拉运，村子里到处飘散着韭花的香味。

村民刘陈管种植了8亩韭菜，今年韭花又
获丰收。他介绍，韭花分为嫩花期和全籽期，目
前市面上售卖的多为嫩韭花，售价2.5元/斤；半
个月后，全籽韭花将上市，预计价格在3元/斤。

王范乡韭菜种植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初，全乡连片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刘村庄村
是有40多年韭菜种植史的村庄，在华北地区拥
有一定的知名度。由于村民们重视管理，韭菜品
质好、韭花饱满鲜嫩，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抢购。

如今，刘村庄村通过发展特色农业种植，
形成了“春有韭菜、秋有韭花”的特色农业，每
亩可为村民带来1万多元收入。

记者 崔萌 通讯员 王洁

盐湖区王范乡刘村庄村

小韭花变成“致富花”

绛县横水镇

关爱雏鹰 呵护成长

□记者 刘凯华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