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03
2024年12月10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 雍剑刚 / 美编荆星子 / 校对 孔雄 / E-mail：ycwbbjb@126.com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筱苑）12月6
日，在平陆县“优质果业县”建设推进会
上见到柳永忠时，他刚从领奖台下来，喜
滋滋地捧着奖牌（右图）。能获得此项荣
誉，柳永忠有满满的“配得感”，为啥？

柳永忠经营着平陆县吉力桃脯加工
有限公司，该公司从最初的黄桃深加工
起步，逐渐扩展到收购更多品类的农产
品原料，产品范围延伸到麻花、月饼、点
心等。该公司坚持手工制作，确保产品质
量，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
他的企业不仅在经营上取得了成功，还
积极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提起今年的收购量，柳永忠立刻打
开了话匣子：“就是要多收，让老百姓多
受益。”柳永忠的企业在果品加工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就。公司年产半成品桃脯一
万余吨，年产值达到3000万元，是华北
地区桃产区最大的桃脯加工企业之一。

此外，柳永忠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帮助十余名战友通过自主创业走上致富
路，并自愿捐出8万余元资助14名贫困
学生完成学业。他的企业被评为爱心企
业，他也在今年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称号。

2023 年度山西“最美退役军人”、
运城市第七届道德模范、“百名最美运
城人”……荣誉加持，柳永忠仍不忘初
心，奋力前行，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着。明年，他将继续扩大经营载体，将
一些闲置土地盘活，打造一个研学基
地，为社会和家乡作出更多贡献。

柳永忠荣获平陆县“果品加工贡献奖”

运城晚报讯 寒冬时节蕴新机，巴
山蜀水迎盛事。天府蓉城聚英才，逐梦
夏都创未来。12 月 7 日，“凝聚乡情
聚力前行”夏县总商会川渝商会成立大
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宣读了《关于同意夏县总商会
川渝商会成立的批复》，审议通过了《夏
县总商会川渝商会章程 （草案）》 和

《夏县总商会川渝商会选举办法 （草
案）》。

会议选举产生了夏县总商会川渝商
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监事长、监事。设名誉会长一名、党支
部书记一名、顾问两名。

夏县县委、县政府代表表示，近年
来，全县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真抓实
干，加快建设“四个强县”和中心县
城，推进“四城”建设，打造山青水
秀、宜居宜业宜养宜游的“盐临夏一体
化运城后花园”，使夏县发展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站上了新的更高起点。诚邀
夏县总商会川渝商会到夏县考察指导，
感受夏县之变、体验夏县之优、把握夏
县之机，夏县将以最优的环境服务、以
最佳的平台承接、以最大的收益回报，
用坚定发展的决心换来大家的信心，用
服务发展的贴心换来大家的安心。

新当选的川渝商会会长王朝国表
示，今后要拓宽视野格局，关注家乡发
展，做改革创新的“智囊团”，成为联
系家乡的纽带、服务乡贤的中枢、对外
沟通的桥梁，为夏县发展聚心、聚力、
聚智；要发挥优势作用，参与家乡建
设，做“双招双引”的“联络员”，积
极投身回乡创业的热潮，锚定目标，同
心同欲，齐心协力让夏县高质量发展有
更大动能、更多活力；要厚植家国情
怀，讲好家乡故事，做传播夏县的“代
言人”，讲好夏县故事，传播夏县声
音，展示夏县形象，在外创出一片天，
在家顶起一片天，做有情有义的夏都
儿女。

（徐辉 吕晓琼）

夏县总商会
川渝商会成立

运城晚报讯（记者 刘凯华）为进一
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强中小学教
学数字化建设，12月5日，2024年“蓝色
梦想-中国移动多媒体教室”项目捐赠活

动在绛县城关中学举行。
捐赠方中国移动运城分公司向绛

县教体局捐赠价值30万元的多媒体教
学设备，旨在以教育数字化赋能人才

培养质量提升，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
发展。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绛县城关
中学的多媒体教室，并现场观摩了远
程互动式、录播多媒体教学与教研的
应用实践。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中国移动多
媒体教室”，包括希沃一体机、黑板、录
播主机、互动屏、立体箱、麦克风等教学
互动设备，能满足同步上课、实时互动、
教学研讨、课程录制等功能。这一举措
将极大改善学校信息化教学条件，为师
生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学习和教学
环境，更为绛县推动教育“双师同步课
堂”、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优质均
衡、城乡一体化发展贡献力量。

“数字赋能乡村教育质量提升试点
工作，有效缩小了区域、城乡、校际差距，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中国移动运
城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公司
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教育和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助力该区域努力打造
社会满意、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 ，全 方
位推动教育事业快速全面发展。

“运城移动”为绛县捐赠多媒体教室

眼下，正值鲜山楂销售旺季，冻
干企业也迎来生产高峰期。踏进运城
市盐湖区怡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冻
干食品生产车间，浓郁的果香扑鼻而
来。一批批新鲜的“山楂大军”整齐
有序地排列在清洗机器上，随着机器
履带运行。首先，几道水门为它们

“接风洗尘”，机器旁忙碌的工人们用
熟练的手法将坏掉的山楂分拣出来。
随后，分拣洗净的山楂被放进一个
巨大的托盘上。在这个托盘之上，
经过大约 20 个小时的烹制，这些山
楂将会“变身”为酥脆轻盈的冻干
山楂。

该企业负责人李廷爱介绍，之
所以会“闯进”冻干食品行业，是
因 为 发 现 盐 湖 区 生 鲜 农 产 品 品 质
好，但存在保鲜期短、不易储存等
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农产品市场

供 应 。 为 打 破 农 产 品 保 鲜 壁 垒 ，
2019 年，她和丈夫便利用村内小学
空闲用地，成立了运城市盐湖区怡
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冻干山
楂、冻干苹果脆片、冻干草莓等冻
干类食品的生产与销售，并在企业
发展过程中创建了“豪脆哥”这一
品牌。企业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都
来自运城本土，有盐湖区的苹果和
桃子、绛县与闻喜的山楂等。

在为当地水果产业解决部分销售
问题的同时，该企业还为当地群众提
供了许多稳定的就业岗位和大量临时
务工岗位。李廷爱告诉记者，从厂房
建设开始，项目的用工岗位不断增
加，整个村内再没一个闲人，全村老
少都在这儿打工，有时人手紧张了，
邻村的人也来干活。

农产品冻干之所以更受欢迎，主

要得益于食品冻干技术的进步与转化
应用。在不破坏原有组织结构的前提
下，冻干技术较好地保留了食材的
色、香、味、形，且不添加任何防腐
剂。这些产品在常温状态下可长期保
存，既迎合大众的消费趋势，也为农
产品深加工带来了新突破。目前，该
企业推出的一系列冻干类产品，远销
北上广等地，同时在多家平台进行线
上销售，逐渐成食品行业和消费者的

“新宠”，每天线上线下的销量达到
4.5吨。

果蔬深加工，链出好“钱”景。
有技术、有基地、有渠道、有品牌，
一条日趋完整的产业链，正成为一股
不可小觑的经济新动能，实现了农户
增收、企业创收的共赢，也成为加速
乡村振兴的重要利器。

记者 景斌 通讯员 王洁

果蔬冻干为水果产业拓新路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耀）近日，随
着天气转寒，大棚反季节蔬菜迎来生
长、采摘的黄金时期。走进盐湖区北相
镇西古村村民关兵娃的大棚内，清新的
蔬菜香气扑鼻而来。在崭新大棚的“呵
护”下，一排排黄瓜藤蔓长势旺盛。

设施农业是西古村的特色产业，村
内大棚多建于 2010 年前后。今年 10
月，针对老旧温室大棚存在的结构老
化、设备陈旧等问题，该村启动了旧棚
改造项目，增加温室骨架，更换大棚棚
膜、保温被，并安装了自动放风机等智
能设备。

“大棚的温度得实时把控。以前，
控制温度需要一边看着温度计，一边
跑到大棚放风，来回跑很麻烦。现
在，我只需要坐在家里，在手机上操
作就可以实现放风机的自动开关，大
大减轻了劳动量。”关兵娃说到。

据介绍，重建后的大棚不仅在结构
上更加坚固耐用，而且还增强了保温性
能，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今年
蔬菜产量预计可提升20%。”另一位村
民说。

盐湖区西古村
大棚焕新升效益

▲捐赠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