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国优质鲜枣生产基地和

设施枣业示范基地山西省运城市

临猗县，鲜枣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和规模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当

地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引擎。

近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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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交流活动的成功举办，临猗鲜

枣的知名 度 和 影 响 力 再 次 得 到

提升。

品质与竞争力齐飞

近年来，临猗县大力推动鲜枣

产业科技创新， 制定了全省首个

“设施冬枣生产技术规程”，推广实

施了病虫害绿色防控、设施农业物

联网等先进技术、水肥一体化等

6

项高新管理技术，提升了鲜枣的产

量和品质。

同时，该县与国家枣种质资源

圃联合打造了拥有

500

多个品种

的枣种质资源圃， 其中

10

余个优

种实现了规模化推广，由成熟期

1

个月、货架期

2

个月拉长到成熟期

5

个月、 货架期

7

个月， 增强了

临猗鲜枣的市场竞争力。

截至目前，该县枣树种植面

积达

20

万亩，分为早熟、中熟、

晚熟及观赏枣四大品系，鲜枣年

产量

3

亿公斤、总产值

21

亿元，

产量和销量均占全国的

1/4

，稳

居全国鲜枣产业前列。

日子与价格皆好

科技赋能，临猗县枣农的收

入实现了稳步增长。 该县庙上乡

的张大伯是村里最早一批种枣

的人。

5

年前， 他响应临猗县发

展设施枣业的号召，将自家鲜枣

园升级为最先进的地坑暖棚。

有了地坑暖棚，枣农靠一部

手机就可以远程控制棚内通风、

温度、湿度等。 棚内还配备了水

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这套系

统能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并根

据作物生长需要自动调整水肥

配比，保证作物的水分和营养供

给，有效提升水肥利用率。

眼下， 在临猗鲜枣核心产区

庙上乡， 枣农忙着摘枣、 选枣、装

箱、运输，开始了一年中最繁忙的季

节，也是最开心的季节。

产业延伸多元化

为了充分挖掘鲜枣产业的潜

力， 临猗县一方面加强鲜枣深加工

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开发出枣干、枣

泥、 枣酒、 枣醋等一系列深加工产

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

另一方

面， 积极培育和发展与鲜枣产业相

关的物流、仓储等服务业，为鲜枣产

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该县依托沿涑水河观光旅游

带 ， 大力发展“枣业

+

生态 ”“枣

业

+

文化”“枣业

+

旅游 ” 等新业

态，加快鲜枣产业与文化旅游、现代

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此外，还建成了

现代设施鲜枣数智产业园， 为鲜枣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临猗鲜枣产业的蓬勃发展，是

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生

动实践， 为当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

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杨永生）

龙头引领聚合力

谋产业兴旺

通过镇村联动， 引导三班

籍企业以三班村为核心，联合泗

滨、 东山洋等邻村民营企业，组

团筹资 25 亿元建设占地 360 多

亩的茶具产业营销集聚平台—

中国茶具城， 打造集茶文化交

流、 茶具销售、 海丝文化创意、

陶瓷作品展示馆、 古风夜市、本

地特色餐饮等多种业态于一体

的陶瓷文旅综合体，目前已建成

并投入使用的商店和商业配套

面积 18 万平方米，吸引 1000 多

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和商家

入驻，陶瓷茶具销售占全国市场

份额 80%左右， 带动周边村民

就业 8000 余人， 发展成为全国

茶具关联上下游产业链的公共

服务平台和集散地，茶具城获评

省诚信经营示范街区、省第二批

特色步行街 、 2023 年度省版权

示范基地。 此外，还融资 3 亿多

元加快推动茶具城地块三、茶具

城万佳酒店、美食街等项目建设，

该片区建成后可安排 600 家以上

商家和文创企业、直播企业入驻，

解决了德化陶瓷营销展示平台空

白的问题， 形成了德化具有突出

影响力的地标性名片。

市场引领添活力

赋发展潜能

三班镇三班村充分发挥茶具

城汇聚了全国各种茶具和上下游

产品等资源优势，镇村两级牵头组

织直播业务培训，引领发展直播和

电商等市场新业态，引导企业主动

融入“陶瓷 + 直播基地”新模式，吸

引直播机构入驻，打造“楼下厂店、

楼上直播”模式，致力打造陶瓷产

业电商直播营销带货的“主引擎”，

中国茶具城年交易额达 100 亿元

以上，实现了市场逆势突围 、逆势

增长。同时，启动“中国茶具城智慧

管理”平台建设，植入智能导游、旅

游地图、电商导购、便民服务等功

能 ， 探索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新做

法，全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辐射带动增效益

促共同富裕

三 班 镇 依 托 中 国 茶 具 城 平

台， 立足陶瓷文化资源优势谋划

并落地一批项目 。 目前已完成全

省首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试点地块成交入市， 引导本地企

业、村民入股共同投资建设，拟建

设陶瓷产业现代化厂房 1 . 23 万

平方米， 预估产值达 2000 多万

元，新增村财 120 万元 / 年，新增

就业岗位 100 多个； 建成三班村

电商服务综合平台， 致力与德化

县电商协会共建三班村电商抖音

直播培训基地 ； 启动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大兴堡修缮工程 ， 建设占

地规模 105 亩的大兴岭公园 ，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 ， 走出“村企共

建、整村运营”的产业跨界融合助

推共同富裕的新路径。

（郑智得 谢铭毅）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三班镇三班村地处德化县三班镇中北部， 土地面积

5.1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6850

人，现有中小企业

280

家，工农业年产值达

5.2

亿元。 辖区内拥有尾林

-

内坂窑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国茶具城全国茶具产业集

散地以及具有

300

多年历史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兴堡。

近年来，德化县三班镇三班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立足茶具产业发展

优势， 依托中国茶具城致力打造全国最大的、 最完整的茶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走出了一条以茶具产业辐射带动农民增收、产业融合的工贸带动型乡村振兴发

展新路子，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先进集体”、福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福建省金牌美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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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

福建德化

茶具赋能产业发展

工贸带动乡村振兴

山西阳城：

加快推进陶瓷业

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山西省阳城县陶瓷行业以数字化

转型为重点，大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

提升工程， 加快陶瓷行业数字化改造步伐，蹚

出一条陶瓷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质

量发展新路，力争到明年底规上陶瓷企业数字

化改造覆盖面不低于 50%。

立足陶瓷产业现状和自动化、 信息化、数

字化水平，坚持目标牵引、问题导向 、项目驱

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生产系统进

行技术改造与装备升级， 通过 5G 云计算等手

段，推动实现陶瓷行业安全、节能、环保，生产

管理等业务系统的数据融合与智能联动控制；

大力推进人工转机械、机械转自动、单台转成

套、数字转智能 ，实现管理信息化、生产智能

化，重点抓好华冠、福龙等龙头企业的智转数

改，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培育特色工业软件，面

向陶瓷产业研发、生产、管理 、安全、环保 、节

能、运维等环节数字化转型需求，吸引优秀工

业软件企业，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等数据运营

商与陶瓷企业深化合作，打造一批适合陶瓷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业 App 和工具等；健全智慧

企业服务体系，建立陶瓷产业数字化转型专家

指导团队和行业公益服务组织， 开展政策宣

讲、入企诊断、技术指导、人才培训等活动，逐

步推动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形成成熟

可靠、自主可控、可复制的新模式。

同时， 阳城县将坚持市场主体政府引导、

多元共建协同推进、分企施策重点突破、要素

保障安全可靠的基本原则，有序推进规上陶瓷

企业数字化改造。 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

通过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数字化改造，帮助

企业降本增效，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

水平；建立健全数字化投入体系，进一步加大

财政资金直接扶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

融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形成政府、社会、企业

合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机制；丰富产

业数字化典型场景，聚焦龙头企业，推动建筑

陶瓷领域智能化创新， 形成一批 5G+ 工业互

联网的典型应用方案，引进一批专业化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示范

基地，开发高可靠、低成本、易维护的一站式解

决方案，持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场景；

构建产业化数字发展生态， 创新体制机制，维

护公平竞争环境，提升政企协同能力，降低整

体资源利用成本，提高供需对接效率，积极构

建服务传统产业、科技创新创业等多元化应用

生态环境。

（常国兵 王硕）

江西万载：

“三聚焦”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高村镇在持

续推进巩固“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一

村一微工厂”“一村一光伏”打造、“两业”帮扶

等各项工作落实的基础上，坚持“三聚焦”持续

发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推动群众增收致

富。 结合统战系统一乡一品创建，立足本地商

会联动社会力量， 高村镇着力培育高村源点

茶、白泉边土蜂蜜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同时做

大做强高村镇村集体经济产业园及高村镇村

集体经济示范园。 采用“村村联合”模式，整合

十个村的村集体经济， 加快推进联村共建的

“微工厂 + 光伏”项目，打造一条初具规模的竹

业加工产业链，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不断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

聚焦秀美乡村建设，持续打造宜居宜业家

园。 该镇围绕生态环境满意度、农村基础设施

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 聚力农村环境改善，加

强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通过组织机关党员干

部 、人大代表下村到组，示范引领，持续推动

“每周一扫”“每周一整”集中行动常态化开展，

以镇促村、以干带群，形成全员参与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新局面， 确保村容村貌持续

优化。

聚焦基层群众自治，持续探索乡村治理体

系。 据了解，该镇以 2021 年江西省文明村———

新竹村作为示范单位，推广乡村治理“点单式

积分制”，明确将调处纠纷、环境整治、缴纳农

村医保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纳入积

分管理，引导村民从“要我参与”转化为“我要

参与”，利用“小积分”不断带动乡村“大治理”。

（周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