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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新闻

一线传真

太原医疗专家团

走进左权

开展科普义诊活动

长子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侧，因上古时期尧王大儿子丹朱受封于此而得县名。

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这里人文荟萃，钟灵毓秀。如今的长子，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产业转型强势

推进，项目建设蹄疾步稳，文旅兴县铺开画卷、民生福祉润物无声，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山西省长子县：

乡村振兴增势赋能

民生福祉润物无声

“一县一业”是长子县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是发展现代农

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有力举措，也

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关键载

体。实现“一县一业”智能化、园区化发

展；全力打造“一县一业”全产业链条；

切实增强农户增收致富能力。 产业做

大、特色做优、优势做强，为乡村振兴

增势赋能，是长子县的新目标。

针对具体工作的落实落地，县委

书记郭强提出了“三个坚持”：一是坚

持品牌导向，加快制定技术和产品标

准，实现有标可依、按标生产，不断提

升产品品质。 二是坚持精准服务，强

化交流学习和指导培训，确保种植户

及时有效地掌握最新技术。 三是坚持

政策落实， 按照相关政策文件精神，

加快兑现补贴，激发群众发展种植产

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要求即标准。 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主任宋刚表示，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聚

焦促农增收，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聚

焦乡村建设，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聚

焦乡村治理，推进文明乡村创建。 因

地制宜谋发展， 细化措施抓落实，奋

力开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长子县丹西龙鑫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是长子县青（尖）椒种植的示范

园区， 有 200 亩的大棚种植青尖椒。

他们在保证青 （尖） 椒品质的基础

上，正在实验生物发酵有机肥的使用

和推广，实现低成本制作生物发酵有

机肥，充分利用农业废弃物 ，变废为

宝的同时，提升土壤品质，实现有机

种植。

各乡镇比学赶超 ， 找准本地优

势，查准薄弱短板，破僵局、开新局、

赋新篇，凝心聚力谋发展，砥砺奋进

勇争先，在乡村振兴的洪流中千帆过

尽、万舸争流。

鲍店镇今年通过园区带动，预计

增加 3000 余亩青（尖） 椒种植面积，

达到 8000 余亩。 同时在强化品种选

育、延伸产业链条、打通销售市场上

持续发力，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注入新动能。

慈林镇引导镇村两级因地制宜

发展青（尖）椒种植、肉牛肉羊养殖、

企地共建、乡村旅游等产业，实现 24

个村“村村有项目、村村有产业”，努

力在产业转型升级、集体经济壮大等

方面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大堡头镇围绕构建青（尖）椒全产

业链， 延伸糠醛化工、LNG 产业链，打

造长治陆港国际物流基地等目标，坚

持产业链招商、人才招商多措并举，力

争引进落地一批大项目、好项目。

色头镇在争创紫云山 4A 级景

区、羊头山 3A 级景区上持续发力，做

大做亮文旅名片； 在推动项目建设、

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上久久为功，全

力确保总投资 8.08 亿元的庄里村蔬

菜大棚种植二期工程、陶清河流域治

理等 26 个项目落地。

一幅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乡村振兴

发展弘大画卷在丹朱之乡徐徐展开。

乡镇有举措，村村不落后。

大堡头镇老马沟村年初建成的

10 座覆被式大棚里，绿油油的秧苗上

挂着即将成熟的大青椒。 该村支部书

记、村委主任付保红看着即将收获的

果实，言语间洋溢着喜悦，他说，村集

体流转了近 200 亩土地，再建 20 多座

大棚，种植青尖椒，多给村上的百姓

找一些挣钱的渠道。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宋村镇

东郭村把产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立

足本村实际， 积极上马总投资 370 万

元的蔬菜交易市场项目。 该项目建成

后可吸纳 20 个蔬菜经纪人同时进行

蔬菜交易， 有效解决周边 20 公里群

众卖菜难的问题； 上马投资 660 万元

的蔬菜保鲜库项目，建成后可同时满

足 1800 吨辣椒和 2000 吨白菜的储藏

保鲜，预计可为村集体增加营业性收

入 130 万元。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鲍店镇

西马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 积极探索乡

村振兴新途径。 他们坚持能人带动，

村企合作，办起饲料厂 、猪头肉厂 、

樱桃采摘园等产业， 村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 30 万元 。 今年，他们围绕长

子县“一县一业”战略决策，又建起

26 个种植青（尖）椒的覆被式大棚，

为村民增加创收、就业渠道，帮助农

户增加收入。

（刘飞龙 黄丽惠）

河南西峡前营村：

“特色”出圈 引燃乡村振兴新动能

特色， 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底色。

找到了自己的特色，也就找到了发展

的快车道。 特色产品、独特景观、文化

资源等， 在河南省西峡县前营村，都

有效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亮点和抓

手。 该村瞄准特色，做强特色，让特色

凭实力“出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

不断的强劲发展动力。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 河南省西峡县前营村位于五里桥

镇西南部，距县城约 8 公里 ，全村共

19 个村民小组，999 户 3499 人， 耕地

面积 2290 亩。 近年来，前营村按照农

游一体发展要求， 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旅游，猕

猴桃种植面积达到 800 亩，民宿接待

游客近 10 万人次……全村呈现出

“畅、亮、绿、洁、美”的新气象。

创新民宿产业新格，打造乡村振

兴轻骑兵。 民宿产业是助力农户增收

的重要内容，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

抓手。 前营村结合本村地理、文化优

势，将农村闲置住宅和土地资源通过

有效整合利用，把农业生产、农耕文

明、农户生活做成了产品，让广大农

户在家中就能就业、利用闲置的房屋

就能创收，便捷地为游客提供了欣赏

自然风光的好去处、品鉴特色美食的

好场所、享受慢节奏生活的好地方。

猕猴桃成为“致富果 ” ，农民生

产生活发生大变化。 世界猕猴桃在中

国，中国猕猴桃在西峡。 作为“全国

优质猕猴桃生产基地县”， 西峡县前

营村在村两委的带动下， 务实进取，

奋勇争先，推动猕猴桃（基地）良性发

展；形成红、黄、绿果实和早、中、晚品

种相互搭配的科学布局，强化基地管

理，提升产出水平；努力延伸产业链

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加强品牌建设，

提升猴桃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形成猕猴桃产业富民强村全链条。

前营村借助自身优势，着力在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建设上下功夫，先

后筹资 1000 余万元， 建成农耕文化

街、手工作坊街、农耕主题游园等，将

农事情景雕塑、人文景观水系贯穿其

中，同时举办多场广场舞大赛 、开展

寻找“美丽家庭”活动，让村民和游客

在休闲娱乐的同时，感受山区农民生

产生活的不同方式，实现“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目标。

（程卫华 常红锋 林娜）

资料图片

呼吸科专家韩松岩为患者听诊检查

护理专家王莉为患者测量血压

市场信息报讯 5 月 14 日， 山西太

原的医疗专家义诊团走进晋中市左权县

麻田镇武军寺村， 开展大型公众科普义

诊活动，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义诊活动开始前， 左权县麻田镇副

镇长郝晓丽代表麻田镇政府致欢迎词 。

她对来自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省心血

管病医院 、山西省眼科医院 、太原市中

心医院和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

们在革命老区麻田重温初心、 感悟初

心、践行初心，把省城高超的医疗技术

送到百姓面前，使广大百姓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 ，表

示感谢。

专家义诊团团长韩松岩教授代表全

体专家表态发言时讲到， 专家义诊团将

弘扬“仁道、博爱、奉献”精神为广大百姓

普及医学健康知识，进行肿瘤、心脑血管

疾病、中医、糖尿病及眼科疾病的诊断、

检查和咨询，引导大家科学就医，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认识和避免危险因素，同时

发现患者信息，给予科学的就医建议，不

断提高百姓们的就医获得感。

随后， 各位专家发挥专业特长，认

真为 150 多名乡亲进行诊疗， 同时针对

村民们的不健康生活方式 、疾病高危因

素进行科普宣教，特别是高血压患者服

药依从性差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指导。 消

化内科专家纪丕军教授和王海蓉教授

还走进一位胃肠间质瘤患者家中进行

会诊， 就患者靶向药物的服用方法 、频

次 、 周期和医保报销问题进行详细解

答。 两位专家鼓励患者积极配合治疗 ，

按时服药 ，保持乐观心态 ，一定会战胜

病魔。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的郭丽莎教

授、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李洁教授、太

原市中心医院的原嘉兴医师耐心地为患

者做检查、诊疗和康复指导，受到村民们

的不时夸赞。

对于此次义诊活动， 专家们表示 ：

“我们对于左权等革命先辈的缅怀之情

没有变，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

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没有变， 医务工作

践行白求恩精神的初心没有变。 我们将

继续传承革命精神，坚定初心使命，汲取

奋进力量，增强责任担当，让健康福祉惠

及更多的老区人民。 ”

（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