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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太原这座承载着深

厚历史底蕴的城市， 凭借其独有

的魅力以及与日俱增的城市影响

力， 逐渐蜕变为国内演唱会的热

门选址之地。 比如，周杰伦、邓紫

棋、 五月天等一线实力歌手，纷

纷选择在太原开个人演唱会。 这

为太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全方

位、多层次的深刻影响。

演唱会，作为大型文化娱乐

活动， 其吸引力汇聚了来自四面

八方的歌迷。 这一盛况最直接且

显著的经济效应， 便体现在旅游

业的蓬勃兴起上。 歌迷们为了亲

临现场， 纷纷提前规划行程，将

太原的著名景点如晋祠、 蒙山大

佛等纳入行程之中， 体验这座古

城的历史韵味与美食文化。 这一

趋势直接带动了太原酒店 、餐

饮、 交通等相关产业的繁荣，尤

其是演唱会期间， 酒店预订量激

增， 热门地段更是一房难求，餐

饮业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为当地

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与此同时，交通行业也受益

匪浅。 随着大量外地观众的涌

入， 太原的机场、 火车站等交通

枢纽客流量显著提升， 不仅为交

通行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也促

进了交通枢纽周边商业的繁荣。

这种人流的汇聚效应， 进一步推

动了太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演唱会的举办还极大地激

发了太原的消费市场活力。 歌迷

们在享受音乐盛宴的同时， 也不

忘在商场、 购物中心中流连忘

返， 购买特色纪念品、 时尚服饰

及电子产品等， 为零售业带来了

可观的销售额增长。 此外， 演唱

会周边的商品销售同样火爆，从

官方 T 恤到应援棒，再到艺人相

关的专辑、 写真等， 均成为歌迷

们争相抢购的对象， 为举办方和

相关商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太

原成为演唱会胜地更是对其文化

软实力的一次有力提升。 演唱会

的成功举办吸引了更多文化企业

和演出机构的关注与投入， 促进

了文化产业在太原的集聚与发

展。 同时， 本地的文化企业也借

此机会得到了锻炼与成长， 提升

了自身的策划、 运营和管理能

力， 为太原文化产业的繁荣贡献

了力量。

此外， 太原成为演唱会胜地

还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众多知名歌手和乐队的青

睐不仅是对太原城市魅力和发展

潜力的认可与肯定，也通过媒体的

广泛传播和歌迷的口碑相传，在全

国范围内提升了太原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这种正面的城市形象塑造

为太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优秀

人才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当然， 在享受演唱会带来的

经济红利的同时太原也面临着交

通拥堵、安全保障及环境治理等方

面的挑战。但太原市政府和相关部

门积极应对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

施成功化解了这些难题确保了演

唱会的顺利举行和城市的正常有

序运转。

展望未来随着太原城市建设

的不断完善和文化产业的持续发

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原将继续以

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来自五

湖四海的宾朋共同书写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的美好篇章。

（游雅）

演出一场接着一场 歌迷一波接着一波

太原演唱会，经济与文化双赢盛宴

炎炎夏日， 福建省莆田市仙

游县度尾镇圣山村的田野上绿意

葱茏， 成片的作物随风摆动，尽

显勃勃生机。

“圣山村地处木兰溪上游盆

地，地势平坦，良田成片，适合机

械耕作。 ” 走进圣山村的花卉基

地， 技术人员刘建清介绍说，这

里气候温和、 光照充足、 水源充

沛且基础设施完善， 非常适合种

植花卉。

两年前， 圣山村对接莆田市

乡村振兴集团， 组织流转近 200

亩土地， 打造花卉基地， 种植小

叶紫檀、 李氏樱桃、 金豆等特色

花卉。“我们采取‘支部 +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运行模式 ，公司

提供种苗 、 技术支持及回购销

售， 合作社牵头组织土地流转，

农户种植苗木及组装观赏型盆

景， 带动本村 90 余名村民就业，

群众增收 230 余万元。 ” 圣山村

党支部书记吴寿攀说， 当村民们

瞧见之前“吃螃蟹” 的人获得了

较大收益， 便纷纷加入种植大

军。 今年， 圣山村将继续流转闲

置的抛荒地， 发动更多留守人员

参与种植， 实现村集体经济和农

户“双增收”。

从重点贫困村到百姓共富

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21 年

的 0 元增加至 2023 年的 30 余万

元……活用优越的自然禀赋 ，圣

山村打造一批特色产业， 让村庄

蝶变换新颜。

眼下， 圣山村水稻已进入生

长旺季， 成片的水稻长势喜人。

“这片水稻基地采用‘稻药’轮作

模式， 每年 8 月收割完水稻后，9

月开始种植中草药川芎， 在充分

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 又极大地

提高了村民收入。 ”吴寿攀介绍，

川芎应用广泛， 市场需求旺盛，

每亩产值高达 8000 元。

“我们将继续做优做大特色

优势产业， 推动形成具有自主发

展能力的集体经济。 ” 吴寿攀表

示， 下一步， 圣山村将着力培养

一批本土人才和职业农民， 届时

将全村土地流转并划好功能区，

实现全域机械化运作， 进一步扩

大产业规模。

产业兴旺发展， 村里的民生

项目建设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以前的圣山村道路泥泞，到

处都是破砖烂瓦， 很多地方甚至

没有路灯。 现在村里干净整洁，

真是大变样了。 ” 圣山村村民林

元云说。

近年来， 圣山村相继修复秦

宅溪溪岸 350 米、 完成清淤 2.8

公里，架设 238 盏路灯。 据了解，

圣山村积极向上争取补助资金，

吸引和撬动民间资本投入， 做大

做优资金拼盘， 用于村卫生所、

村农民文化广场、 路灯照明工程

等基础设施的维护修缮及新建，

提升村庄“颜值”。

“我们按照精心规划、精致建

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的‘四精’

理念， 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 ”吴寿攀表示，近年来，圣山村

加快村庄园林化、 庭院花园化、道

路林荫化建设 ， 积极倡导庭院绿

化，鼓励农民栽植经济林木、观赏

树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提升

基础设施及村容村貌，结合乡村田

园原生态美景，形成农文旅融合的

田园度假生活空间，将圣山村打造

成康养旅游、休闲观光、生态研学

的产业振兴试点示范村，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走进圣山村，在秀丽的群山环

抱下， 木兰溪支流枫林溪贯穿全

村，溪边鲜花盛开，村口的大榕树

枝繁叶茂， 一幅“水清、 岸绿、河

畅、景美”的生态画卷在眼前徐徐

展开。 活用优越的资源禀赋，圣山

村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取得了丰硕

成果，村庄“旧貌换新颜”。

然而，圣山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上，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村内

稻田基地的路况条件差，部分机耕

土路无法硬化，路面狭窄且坑洼不

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运

输；花卉产业链条短，村里的花卉

基地只负责花卉种植，产品需运往

漳州进行再加工才能投入市场销

售，利润有限。

如何破题？ 一方面，要持续加

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制约发

展的交通瓶颈，畅通乡村发展“血

脉”。另一方面，应聚焦特色花卉产

业，打造集花卉生产、加工、物流、

研发、服务功能为一体的现代花卉

产业示范园区， 延长产业链条，提

高产品附加值。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 ，人才

是关键。 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既需

要专家教授 、 科研人员等专业人

才，也需要掌握一技之长的“土专

家”和扎根土地的“田秀才”。 圣山

村还需培育一大批懂技术 、 善经

营、会管理的农民，不断学习新技

能，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理念，

建立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带动群众稳定

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

（林鹏）

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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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武乡农业示范区：

人“闲”地不懒

土地托管让农民省心又添金

“土地托管后，我就有‘租金、打工、分红’3 份

收入。 ”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农业示范区内故城镇农

民说，“耕种收销都有人管， 挣钱还比过去多 !”为

降低农户风险，加强精准服务，壮大村集体经济，

武乡示范区着力推广农业生产“双层托管”，引导

农户将土地“委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再由其将

土地“委托”给农业生产服务主体生产经营，同时

协调生产要素、社会化服务“跟进”，引入保险“托

底”，培育龙头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小农户与大

市场有机衔接。

联农树品牌

“跟着‘田管家’，统一育苗、订购农资、生产

托管，管护省心省力。 ”权店村以种植梅杏而出名，

“权店梅”品牌远近闻名。适度规模经营后，农产品

标准化，涌现出一大批优质品牌农产品。“武乡小

米”“权店梅杏” 分别成为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产

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在此基础上，羊肚菌

示范基地、豆制品产业园、上司大黄梨园等品牌都

在周边声名鹊起，武乡已形成特色鲜明的“特优农

产品直供链”。

助农增创收

“连续的旱灾导致地里的玉米收成不好。 ”提

起今年的收成时， 多数村民深有感触，“正是得益

于土地托管，才降低了我们的损失。 ”土地托管通

过专业合作社一方面把一些农民种不好、 没有能

力种的闲散土地整合流转后开展社会化服务，另

一方面还根据农户或者各类经营主体的实际需

求，提供全程托管式服务或“菜单式”半托管服务，

让农户可以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 拥有更多增

收的渠道。

带农做示范

“一台无人机一天能够完成 1000 多亩的喷药

工作，10 台无人机同时作业， 一天基本上就能完

成 1 万多亩。 ”这样的效率与速度，是传统的小农

户分散经营模式想都不敢想的， 无人机的应用不

仅使作业效率有了质的提升， 而且飞防的药剂雾

化程度更高，喷洒更均匀，防治效果也大大增强。

农业生产托管不仅通过统一批量购进种子、化肥、

农药等生产资料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

还能依托专业平台和专业化服务队伍， 集中应用

科学技术和新品种、新型农业机械和智能装备，加

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打通了科技推广“最后一公

里”，有效提升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村美、民富、产业兴的愿景正在武乡大地变为

现实。 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强力节拍，武乡农业

示范区全力推动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

村稳定安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奋力谱写

有机旱作农业新篇章。 （张燕飞）

山西寿阳：

避暑露营地 宁静又惬意

盛夏时节，山西省寿阳县西洛镇段廷村，群山

披绿，小溪潺潺，彩色风车、卡通秋千别具一格，亲

子摸鱼戏水欢乐多多。 优美的景色、丰富的美食、

新奇的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避暑露营。

“放假了，我们专程从太原来到段廷村，体验

这里原生态的乡村美景。 ”8 月 4 日， 游客张晓玉

在帐篷里听着音乐。 帐篷外，她的丈夫坐在炉边烧

烤，孩子在浅水处嬉戏。

今年以来，段廷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依托潇河岸边烧烤部落知名度， 在原有活动基础

上进行提升改造，增加了民俗表演、稻田音乐节、

特色美食展示等旅游体验项目， 着力构建农文旅

多元优质产品供给体系。 今年 5 月，潇河岸边烧烤

部落开业后，一直深受游客追捧。 负责人药旭明介

绍：“管理上，我们聘请当地村民，带动当地就业，

并且定期培训，提升服务质量，助力乡村振兴。 ”

在这里， 成为热门打卡地的还有段廷村水稻

试验示范园区的大片稻田，放眼望去，稻浪翻滚。

据了解，该示范园区不仅专注于水稻的优质种植，

更在生态养殖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园区内，稻

蟹共生系统得到完美展现，通过科学的养殖技术，

实现了原生态大米、螃蟹的和谐共生。“预计在中

秋节前后， 这些原生态的稻田蟹和小龙虾将大量

上市。 ”看着眼前的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段

廷村党支部书记赵继斌对未来充满信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 实现潇河岸边系列活动向公司化、 规范化运

营，向景区方向努力，在潇河岸边打造镇域农文旅

融合共富头部片区， 带动全镇农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 ”西洛镇镇长杜鑫林表示。 （张谦 武玲芳）

“零元村”蝶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