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和顺县田润生态农场：

生态农场育“丰景”

“千万工程”添活力

在深入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过程中，

山西省和顺县田润生态农场依托松烟镇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坚持绿色、生态、环保的经营理

念，积极培育以蔬菜种植为核心，集育苗、育种、

研发于一体的发展模式，逐步搭建现代化农业产

业体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时至仲夏，万物华实。 走进田润生态农场的

双层连栋智能温室大棚，只见绿油油的螺丝椒水

灵鲜嫩，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紫亮亮的茄

子长势喜人，整个大棚里弥漫着蔬菜的清香，让

人垂涎欲滴，吸引不少顾客前来购买。 大棚蔬菜

迎来丰收季，农场工人张志萍和工友们也忙碌起

来，她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蔬菜的采摘、搬运、称

重。 松烟镇松烟村村民张志萍说：“我们在农场

每天就是种植的时候施施肥、浇浇地、剪剪枝，

收获的时候采摘、 整筐、 走走货， 一天挣 80 块

钱， 一年下来就是 3 万多块钱， 也能贴补家用，

常年有活干，冬天过年也不闲着，一年四季都有

新鲜蔬菜吃，挺好的。 ”

与此同时， 田润生态农场通过应用智能化

控制系统，精准调控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再

加上技术人员的精心管护， 提升了彩色小西红

柿、黄皮尖椒、密刺黄瓜、水果黄瓜、黑圆茄等蔬

菜的品质。

作为和顺县的特色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田

润生态农场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联

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群众致

富的双向奔赴。 在“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引下，农

场将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撬动农

业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带动乡村全面

振兴，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为全县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田润生态农场总经理郝永文说：“在深入学

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田润将

继续开展 3 期和 4 期的规划， 要组建集冷链存

储、物流、贸易于一体的田润物流园，同时进行

加工中心、农民培训中心、数据中心、研发中心 4

个中心区的建设，为田润进一步的发展，为打通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走出一条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的道路。 我们希望田润在产业兴旺这一块

儿，能为村集体增收、农民致富，贡献我们田润

的力量！ ” （王玮 赵慧）

山西省阳城县献义村：

山村夜晚凉 村民舞蹈热

入夏以来， 在山西省阳城县献义村的德孝

文化广场，总会响起有节奏的音乐声，路边停满

电动车、摩托车，也有几辆周边村庄的小轿车，

每晚都有人前来学习广场舞。

之前献义村的晚上是没有娱乐活动的。

2024 年夏天， 村里请来了“芳草民族舞蹈俱乐

部”的舞蹈老师义务教大家跳广场舞。 热衷于做

公益的几个舞蹈老师每月抽出 10 天左右时间，

教大家学新舞。 村民们被舞蹈老师的热情所感

染，纷纷加入广场舞的队伍。

“咱们的手腕要灵活一点，肩膀下沉，眼睛

看着指尖……” 舞蹈老师正和村民一起跳广场

舞。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村民裙摆摇曳、舞

步飞扬。 60 余名舞蹈爱好者在老师的指导下伴

随美妙的乐曲声翩翩起舞，将广场舞的蓬勃活力

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山村

的夜晚充满活力。

“山也美，水也美，山水之间流淌着中国

美……”乐曲在山村里回荡，舞蹈从晚上七点开

始一直持续到九点半。 热闹的广场舞活动吸引

大家走出家门，参与其中。 广场舞不仅让村民身

体越来越健康，精力越来越充沛，也让村子越来

越和谐，越来越有凝聚力。

（张莉 李广社 刘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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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中华传统节日振

兴，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

造浓厚节日氛围，近日，山西省

泽州县南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组织开展了“巧制团扇乐传

承诗情画意过七夕”主题活动。

团扇作为中国传统艺术

品， 凝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富内涵，象征了“团圆、友

善、吉祥”的美好寓意。 永不枯

萎的永生花洒落在扇面上，现

代的创意融合了古风的雅韵，

更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此

次活动， 充分展示了节日的氛

围和美好祝福， 在温馨快乐的

活动中领略了优秀古典传统文

化的魅力

张莉 李鹏飞 张浩翔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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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陵川县中医院

多举措助力健康乡村

与医疗服务提升

近日， 山西省陵川县中医院

在推动健康乡村建设、 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一

系列活动赢得了村民和游客的广

泛好评。

7 月 27 日， 医院邀请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及

多位中医传承人赴松庙村进行义

诊和技术交流， 不仅为村民提供

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还促进了

中医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此次活

动共惠及村民及游客 130 人次，中

医适宜技术服务和医疗服务分别

达到 45 人次和 85 人次，有效提升

了乡村卫生医疗服务能力。

为进一步加强医保政策理解

和落实，7 月 23 日，医院召开了医

保政策解读专题会议， 要求医务

人员做到合理治疗、合理用药，为

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同时，医院还

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确保

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就医安全。

在消费帮扶方面， 陵川县中

医院积极响应政策号召 ，7 月 24

日前往帮扶村桑家坪开展帮扶活

动，深入了解村民生活情况，助力

农民增收。 此外，医院还通过召开

会议传达医改政策精神， 加强院

外购药管理，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为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医院

组织护士长前往晋城市人民医院

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 并于 7 月

31 日召开全院护理质量管理培训

会议，分享学习成果和实践经验。

此次培训激发了护理人员的创新

活力， 为提升护理质量奠定了坚

实基础。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7

周年之际， 陵川县中医院于 8 月 1

日召开了拥军优属座谈会，向退伍

军人职工和军属职工致以崇高敬

意，并送上精美礼品。 医院以实际

行动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增

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此外，医院还积极开展“百名

中医师基层行” 巡回医疗义诊活

动，本周内已覆盖多个乡村，为基

层群众送去健康与关爱。 这一系

列举措不仅提升了乡村医疗服务

水平 ， 还促进了健康与养老 、休

闲、旅游等产业的深度融合，为健

康乡村建设贡献了积极力量。

（张莉）

近年来， 三门镇党委政府立

足自身实际，强化项目支撑，促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 打造全域旅游

示范镇，规划出“一一二二 ”发展

思路， 全方位推动三门镇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一”是稳定农业发展，打造

一个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基地。 充

分考虑三门镇地形 、 气候条件 ，

在沿山一带种植优质小麦 、小杂

粮 、艾草等作物 ，优化水化柿品

种 ，着重推进东中村有机旱作小

麦 4000 亩示范基地和望原村机

有 旱 作 农 业 示 范 村 建 设 ， 大

力 发 展特色农业，实现群众稳定

增收。

“一”是促推企业整合 ，打造

一个石膏产业园区。 三门镇党委

政府以“抱团取暖 ，合作共赢 ”理

念将辖区内 8 家石膏矿企业进行

整合，依托三门储量丰富、品质上

乘的石膏资源， 打造石膏产业园

区，实现产业兴旺发展。

“二 ”是增强文旅融合 ，抓好

马泉沟红叶和三门地质公园两个

景区建设。 依托三门镇丰富的历

史文化和自然地质风貌， 打造三

门地质公园和马泉沟红叶景区 ，

逐步建设配套设施项目， 不断完

善基础设施， 利用新媒体平台持

续加大宣传力度， 发展壮大三门

旅游产业。

“二 ”是建设和美乡村，用好

补短板和强整治两大抓手。 实施

道路建设、危房改造、管道改造项

目，提升群众生活条件，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 用“清拆改种建”强化

人居环境整治，拆除残垣断壁，美

化道路环境，发展庭院经济，持续

改善乡村面貌。

通过“一一二二 ”发展思路，

三门镇将持续真抓实干， 全力推

动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

一域之力为全局添彩！

（席道昌）

山西省平陆县三门镇

“一一二二”思路宽，四面共抓促发展

巧制团扇乐传承 诗情画意过七夕

———山西省泽州县南村镇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