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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慧敏） 从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获悉，为加强餐厨垃圾
管理，促进餐厨垃圾减量化产生、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循环利用，维护城市市容
环境卫生，我市出台了《运城市中心城
区餐厨垃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该 《办法》 自 11 月 18 日起施
行，有效期5年，适用于我市中心城区
范围内餐厨垃圾的产生、投放、收集、
运输、处置、利用及相关监督管理活
动。

《办法》所称的餐厨垃圾，是指除
居民日常生活以外从事餐饮服务、单位
供餐、食品生产加工等活动中产生的食
物残余、食品加工废料和废弃油脂等废

弃物。其中，废弃油脂是指不可再食用
的动植物油脂和各类油水混合物，餐
厨垃圾产生单位是指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产生餐厨垃圾的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

《办法》 规定，餐厨垃圾的管理应
遵 循 政 府 主 导 、 社 会 参 与 、 市场运
作、综合利用的原则，鼓励社会力量从
事城市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及
资源化利用。

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
单位应具备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规定的许可条件，取得生活垃圾经营服
务许可、办理许可证。未取得生活垃圾
经营服务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

城市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和处置
活动。倡导收集、运输服务单位在运输
设备和容器上统一“餐厨垃圾”字样标
识；建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台账。餐
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单位、处置单位因
突发事由需要暂停收集运输服务或处置
的，及时向城市管理部门报告并采取应
急处理措施。

《办法》 鼓励新的餐厨垃圾产生单
位在开业前向城市管理部门报告餐厨垃
圾的种类、预测数量，以及委托运输、
处理的去向。鼓励餐厨垃圾产生单位主
动与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许可的单
位签订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协议，
将餐厨垃圾交由取得餐厨垃圾收集、运

输许可的单位收集运输；鼓励和倡导餐
厨垃圾产生单位通过分类投放、净菜上
市、改进加工工艺和文明用餐等方式，
采取在醒目位置张贴节约标识、供应小
份菜、开展节约奖励活动、提示适量点
餐、提供分餐服务等其他有助于减量的
措施，减少餐厨垃圾的产生量；鼓励餐
厨垃圾产生单位建立餐厨垃圾产生台
账，真实、完整记录餐厨垃圾的产生时
间、种类、数量、去向等情况。

此外，《办法》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将餐厨垃圾、废弃油脂等非食品原料
加工为食用油脂使用或销售。禁止从事
畜禽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未经高温处
理的餐厨垃圾饲喂家畜。

《运城市中心城区餐厨垃圾管理办法》昨起施行
鼓励和倡导供应小份菜、提示适量点餐、提供分餐服务等，以减少餐厨垃圾产生量

□记者 刘凯华

今年初冬时节，气温较往年同期略
高，明显的“暖意”，为大棚农业生产
增添了极大助力。种植户们抢农时、忙
耕种，为新一年的丰产增收奋力跑好

“第一棒”。
大棚作物生长不受季节限制，四季

皆可“生金”。近年来，我市在设施农
业上做足文章，把发展蔬菜、水果大棚
作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不断扩
大规模、调整结构、完善配套，让设施
农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致富棚”。

11月，走进平陆县凌昌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大棚建设现场，机械轰鸣，焊
花四溅，施工人员抢抓有利时机，架
梁、焊接、固定，一个个大棚框架“破
土而出”。另一头，河津市樊村镇李家

庄村旧棚改造提升项目现场同样热火朝
天。

这片设施农业占地105亩，因其设
施老化、棚架低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弱，一度被荒废。今年，当地投资200
余万元对老旧大棚进行集中“棚改”，
并配套水电、道路等设施。同时，多方
调研适宜大棚生产的产业项目，找到经
验丰富的大棚经营户，重新签订大棚承
包经营协议，使得这片通往乡村振兴的

“致富桥梁”即将焕新归来。
临猗县冬枣设施大棚总面积达11万

亩，占鲜枣面积的55%。眼下虽不是冬
枣上市的繁忙时节，但是枣农们也没闲
着——随着临猗县 2024 年高素质农民
培育工作冬枣专业技能提升班的开班，
一批又一批的枣农当上了“学生娃”。

“相比普通冬枣，冬枣暖棚能提前
两三个月成熟，经济效益达到的同时，
也对咱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
堂上，设施农业专家围绕冬枣大棚的管
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秋冬季节冬枣树
的土壤管理、营养补给等多方面内容，
为枣农们展示了大棚冬枣科学管理的巨
大潜力与成效。“盖了大棚还不能松
懈，专家要咱根据天气变化、土壤条件

及 树 体 生 长 状 况 ， 灵 活 调 整 管 理 措
施。”培训令枣农王双全受益匪浅，他
告诉记者，这次培训非常及时且实用，
将把学到的管理技巧应用到实际生产
中，同时对明年冬枣的丰收充满信心和
期待。

秋冬季节，正是香菇上市的黄金时
段，垣曲县皋落乡菇农晋玉梅的大棚香
菇迎来丰收季。自10月份采摘以来，她
家已产出鲜菇约 4000 公斤，按照市场
价每公斤9元来算，今年她家的收入已
经超3万元。现阶段相对温暖的气候虽
利于大棚作物生长，但也对种植管理提
出新的要求。对此，当地农技专家积极
行动，穿梭于各个大棚，向种植户详细
讲解通风的时间、角度和频率，指导种
植户调节大棚内温度和湿度，避免高温
引发病虫害，保障香菇等作物良好生
长。

棚外寒风凛冽，棚内花开正艳。在
盐湖区大渠街道南孙坞村，一垄垄草莓
不是种植在田垄上，而是培育在一排排
悬挂式的栽培架上。走进领鲜堂草莓
园，可以看到一座高7.5米、跨度17米
的高架草莓种植大棚，棚内的草莓苗在
架高的种植槽中舒展枝叶，长势喜人。

身高1.7米的棚主王永刚无需弯腰，边
走边打理草莓苗。这种立体高架种植
模式不仅省工省力，更让王永刚对草
莓种植前景充满信心。不远处的盐湖
区兴盛丰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草莓大
棚里，一株株绿油油的草莓苗长势旺
盛。得益于棚内安装的控温设备，这里
的“隋珠”草莓已陆续成熟，簇簇绿叶
间点缀着一颗颗或鲜红欲滴或白里透粉
的果实，十分喜人。

在夏县南大里乡万亩蔬菜生产基
地，一座座蔬菜大棚、日光温室鳞次栉
比、充满生机；一株株蔬菜种苗牢牢扎
根、拔节生长；一棚棚设施蔬菜订单生
产、直供直销。在夏鲜蔬菜产业园和供
港蔬菜产业园，工程化、项目化菜园建
设正不断推动蔬菜品质提档升级。目
前，夏县的四季鲜菜生产供应链正在龙
头农企的带动下不断延伸，处处升腾着
绿色的希望。

从西红柿、冬枣到草莓、樱桃；从
一年 一 茬 到 蔬 菜 不 断 茬 、瓜 果 四 季
香 …… 在 运 城，一座座温室大棚的

“崛起”，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鼓”
了村民腰包，在绘就致富新蓝图的同
时，也助推乡村振兴的脚步不断向前。

丰实秋冬“菜篮子”“果盘子”
——走笔我市蓬勃发展的大棚经济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文军）11 月
18日，市委书记丁小强在调研金融工作
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牢牢把

握金融工作的正确方向，扛牢职责使命，
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开创新时代运城金
融工作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运城
实践提供坚实金融支撑。要完善金融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为实体经济
注入“源头活水”。要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金融
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底线。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着力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
部人才队伍，不断提升金融治理效能。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刁海鹏参加。

丁小强在调研金融工作时强调

扛牢职责使命 发挥职能作用
全力以赴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