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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榆社县鱼头村

小小冬黄杏拓宽乡村振兴致富路

近日，山西省榆社县河峪乡鱼

头村冬黄杏进入采摘季，金黄的杏

子挂满枝头，吸引了不少本地及省

内外消费者购买尝鲜。

榆社县鱼头村的冬黄杏味美

色艳、质好肉厚，但受限于成熟窗

口期短、存放难、运输难，冬黄杏变

现难长期困扰着种植户。

近年来， 榆社县鱼头村积极

探索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聚焦产

业发展联农带农方向， 不断强化

农民增收举措， 充分挖掘自身优

势资源， 持续激活冬黄杏产业新

动能。同时，鱼头村党组织邀请技

术人员传授种植知识， 引导农户

科学管护， 培养能人大户开拓市

场， 让小小冬黄杏拓宽乡村振兴

致富路。 2024 年，鱼头村 400 余亩

杏园又焕发了生机， 百万斤冬黄

杏销售一空。

（白杨）

喜获丰收的农民利用晴好天气晾晒小麦。

山西省高平市铺上村：

圣女果迎来丰收季

仲夏时节， 山西省高平市北城街街道铺上

村的圣女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季， 颗颗圣女

果饱满圆润，缀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村民们抢抓农时，在大棚内采摘、分拣、装

箱、称重，准备销往周边及外地市场。 68 岁的村

民李香兰，手持水桶，动作娴熟，迅速将成熟的

圣女果采摘装筐：“我在这干活儿四年了。 家门

口就能赚钱，还不错。 ”

据了解， 铺上村圣女果种植基地面积达 53

亩， 共有 41 栋春秋大棚，2024 年总产量预计可

达 25 余万公斤， 产值近 200 万元， 有效带动了

2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成熟后的圣女

果除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外，还销往了山东、河

南等地。

圣女果种植基地相关负责人张素玲表示：

“我们的圣女果口感好、皮薄、肉厚，深受市场喜

爱。 我们还聘请了技术人员进行专业管理，可一

直采购到 8 月底。 ” （杨坤烨 李城）

山西省和顺县马坊乡：

“小香包”变成

乡村振兴“大产业”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近年来，山西省和顺

县马坊乡寺头村依托标准化药材种植基地和成

熟的传统中药香包配方， 大力发展特色传统手

工艺产业，形成了香包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实现

了从“小香包”到“大产业”的华丽蜕变。

近日， 笔者走进清幽坊农村民间工艺品专

业合作社，一派繁忙景象映入眼帘。 在合作社工

作的村民们全神贯注地制作着香包，缝制、填香

料、封口……专注而熟练。

2022 年 8 月， 清幽坊农村民间工艺品专业

合作社成立， 标志着寺头村在香包产业发展上

迈出坚实步伐。 该合作社主要经营野生中药材

香包的加工与销售，总投资 300 万元，设有药材

库、加工间、包装间、展示厅、培训室、牵绣工作

室等。

合作社成立以来，不断创新发展模式，提高

生产工艺， 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刺

绣技能培训，深度挖掘民俗文化、生态文化等，

对香包材质、颜色、造型、包装进行全新设计，推

出多款融合不同元素、契合现代审美、充满人文

气息的文创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小香包”成为

马坊乡带动群众致富的“大产业”。 （赵慧）

山西省晋城市北石店镇：

开展城乡环境

集中整治行动

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扎

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6 月 18 日起，山西省

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积极开展城乡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

在北石店镇畅安路上，机关干部、党员志愿

者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手持清扫工具，认真

清扫道路两旁的垃圾和杂草。 他们不仅清理了

各种卫生死角， 还对沿街道路的绿化带进行了

修剪和清理。

与此同时， 北石店镇刘家川村的党员志愿

者、村民代表同样展现了高度的积极性，他们分

工合作， 有的负责清扫道路， 有的负责清理垃

圾， 还有的负责草坪绿化，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

下，村里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据了解，此次城乡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为期

一个半月， 旨在通过集中力量和时间对影响城

乡环境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清理和整治， 改善

和提升城乡环境面貌。

北石店镇副镇长盖雅丽表示， 自行动启动

以来，各村（社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提高清理、清洗频

次。 下一步，北石店镇将继续聚焦影响城乡环境

的突出问题，下大力气、上下联动、协同作战，开

展“地毯式”排查，进行“清单式”整改，确保人居

环境增颜、提质、升品。 （张莉 尹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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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山西省晋中市小麦机

收减损现场培训及技术大比武（介

休赛区）活动在山西省介休市义安

镇义安村举行。此次大比武活动标

志着介休市小麦正式开镰。

活动现场，参加比武的农机

手们驾驶着不同机型、不同型号

的小麦联合收割机向前推进，收

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金

黄色的麦粒“尽入囊中”，一幅金

灿灿的夏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晋兰 李春辉 摄影报道

山西介休：麦收大比武 减损促丰收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

“三夏”时节麦收忙

又是一年丰收季，麦浪滚滚穗

飘香。 连日来，山西省长治市潞州

区堠北庄街道的农业专业合作社

抢抓晴好天气， 利用机械抢收小

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潞州区绿科源农业专业合作

社的麦田里 ， 大型收割机往来穿

梭，开足马力抢收小麦。

“早晨 6 点多就往地里走，这

两天抢收夺夏，有时候中午也在地

里吃 ， 一直干到天黑 ， 机械也不

歇。 ”绿科源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机

作业服务队队长秦学平说。

收割、脱粒、装车，秸秆粉碎还

田，改善土壤，为播种谷子做好准

备。 为保障机收作业，抢收服务队

将引导协调农机跨区域合理流动，

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班， 做好突击

抢收准备，确保“熟一块、收一块”。

“我们一天就要收 300 多亩的

小麦，组织了 5 台农机，分区分片，

加班加点，开展抢收作业。 目前，已

完成小麦收割作业总量的 60%，预

计 3 天内全部完成。 ”秦学平信心

满满地介绍说。

“我们组建应急抢收服务队，

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通会商，及时

发布气象信息及夏收建议，力争用

最短的时间完成夏收任务，确保夏

粮颗粒归仓。 ”堠北庄街道工作人

员关嘉豪表示。

（东方董婕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