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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凯华 文图

春种秋收，夏耘冬藏。进入秋天，河
东大地一派丰收景象。果园中，饱满的
果实压弯枝头；黄河畔，对虾、大闸蟹、小
龙虾养殖兴起；粮田间，忙碌的粮农脸上
露出灿烂的笑容……一年的辛勤耕耘，
在秋天结出累累硕果。

眼下，正值红香酥梨大量上市，走进
盐湖区龙居镇的各个红香酥梨果库，阵
阵果香扑鼻而来，一个个诱人的红香酥
梨正在被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一
旁，当地新农人王亚东正在进行抖音直
播，忙得不亦乐乎。

盐湖区一直是全市的产梨大区，龙
居镇则是红香酥梨的主产区，种植面积
超5.5万亩。近年来，在果业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龙居镇果农越来越重视红香酥
梨的种植与管理，不断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通过改良土壤、间伐改形、
控水控产、适时采摘等关键技术的下沉，
带动全镇梨品上升。“一天就销售了200
多箱红香酥梨，别的不敢说，咱们运城的
水果，‘零差评’是常态！”提及现阶段的
线上销售成果，王亚东告诉记者，作为第
一次“触网”的新农人，他除了销售红香
酥梨以外，还在销售苹果、山楂等本地水
果，得益于先进的管理和产区优势，他的
直播之路走得“很顺”。

闻喜县，七里坡山楂迎来丰收，一簇

簇小红果挂满枝头，分外喜人。郭家庄
镇作为山楂的主产区，七里坡山楂早已
享誉全国。该镇堆后村村民李玉珍今年
种植的山楂品种主要是田红籽，从她的
口中记者得知，田红籽今年的价格特别
好。李玉珍说，除了田红籽，为顺应市场
需求，她还种植了黄金山楂、大棉球、七
月红、葫芦山楂等7个品种，在她的精耕
细作、用心管理下，她种植的山楂经常在
还未开园时就被订购一空。

“来！尝尝咱们的太秋甜柿！”近日，
在临猗县角杯镇西张家营村的晋桓甜柿
种植专业合作社太秋甜柿种植基地，该
合作社负责人将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甜柿
递到记者手中，“太秋甜柿属于鲜食脆柿
品种，脆而不涩、甜而不腻、饱满多汁、风
味独特，一改大众‘柿子要拣软’的传统
认知，广受市场青睐。”

眼下，角杯镇万亩甜柿喜获丰收，果
农们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收购商也
在忙着采购。当天，记者在该镇潘西村
一处果园看到，柿农刘甲德夫妇正对甜
柿进行抢收，客商们则忙着分拣、装箱、
发车，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刘甲德说：

“我家的6亩多甜柿平均亩产3500公斤，
今年的甜柿价格为每公斤4元左右，目前
才刚进入销售阶段，就已经有近万元的
收入了。”

角杯镇西临黄河，光照充足、水源
充沛、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为甜柿
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
来，该镇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
略，发展壮大甜柿产业。目前，该镇甜
柿种植规模达4.5万亩，年产量达1.6亿
公斤。其中，55%的甜柿外销12个国家
和地区。

和角杯镇相邻的孙吉镇薛公滩，阡
陌纵横的螃蟹塘畔随处可见勤劳的农人
在喂食，一网网肥美的螃蟹，承载着丰
收的喜悦。“目前，我们薛公滩大闸蟹
养殖规模已经超过了 1000 亩，而且品
质也是一等一的好。”薛公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程俊怀告诉记者，薛公
大闸蟹凭借其品相美观、品质优良、营
养丰富、口感鲜美等优点，近几年在全
国市场走俏。

黄河滩边，一名养蟹人正小心翼翼
地把爬满螃蟹的笼网从池塘内提到岸
上，而来自陕西渭南的游客王林顺正等
着他的“三两”母蟹。“早就听说一河之隔
的运城养螃蟹，今天就想过来看看，没想
到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在等着买螃蟹
呢！”王林顺告诉记者，他也是听周围人

说现在正是黄河大闸蟹成熟上市的好时
节，没想到蟹的品质这么高。

“大闸蟹的品质首先取决于养殖环
境，咱们黄河滩的水质优良、水草丰茂、
饵料丰富，且气候适宜，为大闸蟹的生长
提供了优越条件。”养蟹人张程介绍，要
出好蟹，须有好水，去年，他发现薛公滩
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在现有技术和当地村“两委”的支持
下，他开启依托黄河规模化养殖“中华绒
螯蟹”（俗称“大闸蟹”）之路。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如今的河
东大地瓜果飘香、“丰”景如画，各类

“特”“优”农产品为乡村振兴注入“绿
色动力”，一幅农户有收入、村集体有
收益、特色农业有规模的美丽画卷正徐
徐展开。

运城晚报讯（记者 薛丽娟 杨颖
琦） 10 月 14 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

“西阴论坛”“青铜冶铸与夏商文明”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运城市夏县举办。来自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
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河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
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国家、
省、市有关媒体记者近百人参加研讨
会。

此次活动由山西省文物局、运城市
人民政府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北京科技大学科
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
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山西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运城市文物局、运城市文物保
护中心、运城博物馆联合承办。

此次论坛主题为“青铜冶铸与夏商
文明”，旨在研讨我国近年夏商铜矿冶
遗址考古新发现及世界范围内相关研究
进展，推动夏商文化研究成为国际研究
热点，促进早期冶铸文明的交流与互
鉴。

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
讲席教授朱凤瀚以《关于商人的铜料来
源》开讲，之后，各位专家结合自己的
研究课题和考古发现，围绕“青铜冶铸
与夏商文明”这一重大课题展开系列学

术研讨，从主题发言、国际进展、冶铜
遗址新发现、铸铜遗址新发现等方面，
以不同视角深刻阐释了青铜冶铸在夏商
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新认识晋

南地区在夏商王朝发展与崛起进程中的
重要战略资源地位。

闭幕式上，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建立
教授进行学术总结。他指出，夏县是中

国考古学的出发地，中条山是中原地区
最为重要的金属资源所在地，此次在夏
县举办的研讨会，聚焦青铜冶铸与夏商
文明这一主题，系统探讨了冶金技术与
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次考古学界
的盛会。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冶金考古研
究中，明确发展目标，推动冶金考古理
论方法体系构建；研究学科历史，开辟
冶金考古研究新局面；加强基础研究，
解决冶金考古重点难点问题。

会议表示，运城将以此次研讨会为
契机，创新开展好文物保护利用，积极
践行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着力打造夏
商文明考古研究晋南中心，加快创建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持续传承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史育人、以文
化人，高标准建设西阴考古博物馆，全
面推进“文博+文物”“文创+文物”“文
旅+文物”深度融合，打造更多精品展
览、文化产品和研学活动，挖掘好、阐
释好、展示好中华文明；继续发扬好考
古优良传统，坚持严谨求实、艰苦奋
斗、敬业奉献的考古工作优良传统，继
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推动考古学与
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深度融合，深刻阐
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不断擦亮中华文
明精神标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
世界。

打造夏商文明考古研究晋南中心
第四届中国考古学“西阴论坛”“青铜冶铸与夏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运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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