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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农业

山西省晋中市

农文旅融合

乡村成为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 近日， 笔者走访晋中市多个

乡村， 探寻美丽乡村如何将“颜

值”变为经济“产值”。

今年夏天以来，以清凉著称

的和顺县松烟镇南天池村分外

热闹。 不少游客来此赏美景、住

民宿、吃农家饭，品味独特的七

夕文化，享受一场身心舒畅的清

凉之旅。

南天池村尝到了农文旅融合

发展的甜头。 随着和顺县“牛郎织

女传说”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和顺县被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

牛郎织女文化之乡”，南天池村的

“牛郎织女”名片越擦越亮。 该村

依托这一文化名片， 盘活文化资

源、山水资源，转变了南天池村传

统的靠天吃饭发展模式， 逐渐形

成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

村旅游发展体系。

南天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宝珠介绍， 为提升接待能

力，自今年 3 月起，南天池村开始

全面升级改造， 大力发展烧烤营

地、特色民宿，并引入“云端之上”

森林康养基地项目，开展以民俗婚

礼为主题的体验式乡村旅游，通过

打造“喜”文化，吃上了“旅游饭”。

如今的南天池村，一街一巷皆

风景， 一幅产业兴旺、“颜值”出

众、活力四射的和美乡村图景正徐

徐展开。

这样的美丽乡村，在晋中还有

很多。

古庙、古碑、古树、古宅……在

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古村旅

游景区，目光所及皆是幽静古朴的

画面。后沟古村被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确定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

救工程、 古村落调查保护示范基

地，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不仅

保存着相对完整的黄土高原自然

地貌，还拥有大量古建筑及精美砖

雕、木雕、石雕。 依托文化资源，后

沟古村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发展

旅游产业， 走出了一条因文化而

兴、因旅游而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如今，古村里建起景区，古村

外建成新村， 古村人搬到了新村，

古村的文化保护和文旅开发做得

越来越好。

为了更好激活后沟村的发展活

力，政府、企业、村民三方持股 ，成

立晋中榆次后沟古村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依托传统建筑 ，引入

多元主体，培育新兴业态。

后沟村不仅先后打造文昌阁、

将军院等 30 余处景点， 布局研学

写生基地，还邀请非遗传承人回村

入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

态化开展民俗表演、 文艺展示、农

耕体验等活动，持续扩大古村影响

力。 文化、旅游交相辉映，激活乡村

文旅产业“一池春水”。

古村外，新村气象万千。 一排

排乡村别墅令人眼前一亮， 村内

水、电、暖、气一应俱全，农业生产

用房、日间照料中心等配套设施为

村民的幸福生活添砖加瓦。

“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让越

来越多乡村成为游客的‘诗和远

方’。 随着一个个农文旅融合项目

落地生根 ， 晋中将展现出农业更

强 、 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的新气

象。 ”晋中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

超说。

（李娟 韩荣）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生态为底色，以特优为品牌，

以融合为路径，深入推进“农业 + 文化 + 旅游”融合发展，协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

游，把风景变成产业，“美丽”转化成“生产力”，真正让村民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云南个旧

万亩梨园迎丰收

日前，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鸡街镇万亩鲁沙

梨陆续成熟，农户们抓紧时间采摘、分拣、装箱，

供应市场。 近年来，个旧市通过扩规模、提品质、

建品牌等方式， 推动鲁沙梨产业高质量发展，有

力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图为近日，红河州个旧市鸡街镇的果农在采

摘鲁沙梨。 胡超 / 摄

河北卢龙

特色水产养殖促农增收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卢龙县依托当地淡

水资源丰富的特点，引导农民采取“合作社 + 基

地 + 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珍珠贝等特色水产养

殖，促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日前，河北省卢龙县潘庄镇一家水产养

殖合作社的社员在养殖基地管护珍珠贝（无人机

照片）。 杨世尧 / 摄

山东东营

大闸蟹进入捕捞销售旺季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的大闸蟹进入捕捞销售

旺季， 当地养殖户忙着捕捞优质大闸蟹， 销往全

国各地。 近年来， 东营市结合黄河入海口独特的

水文和气候条件 ， 因地制宜发展大闸蟹养殖产

业， 积极打造黄河口大闸蟹品牌。 全市大闸蟹养

殖面积超过 7 万亩，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

图为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的一处大闸蟹养殖

基地的工作人员在捕捞大闸蟹。

徐速绘 / 摄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智能

手机作为连接数字世界的窗口，其

制造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

革。 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的飞速发

展，构建智慧高效供应链已成为推

动智能手机制造业迈向新时代的

关键力量。 且在相对成熟的智能手

机行业，供应链已俨然成为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各大智能手

机制造厂商如何构建、管理其供应

链以提高竞争力？这是一个关键问

题。 在这之中，供应商所发挥的作

用固然重要， 但负责供应链采购、

管理的采购方更是担任了一个不

可忽视的角色。 接下来，我们将从

采购方的角度深入了解如何构建

管理智慧高效供应链，引领未来制

造新风尚。

苹果： 加强供应链管

理，对不端行为零容忍

首先以苹果为例。苹果自 2007

年起每年发布“供应商责任进展报

告”， 强调对违规供应商的严格处

理。 2019 年报告显示，2018 年供应

链中无严重安全健康违规。苹果供

应商遍布全球。 年度内苹果淘汰并

新增了约 20 家供应商。 尽管苹果

供应链管理获认可， 但 2010 年发

生的 Paul �Devine 受贿案暴露管理

漏洞，涉 iPhone/iPod 零部件供应，

影响多家亚洲公司。 此后，苹果加

强对供应链商业不端行为的调查，

体现零容忍态度。

OPPO、VIVO： 加深供

应商合作关系，共谋利益

OV 秉持与供应商利益共享原

则，友好合作，从不拖欠货款，确保

合理盈利空间，并提供技术支持与

福利，深受供应商欢迎。 OV 积极

投资促进上游元器件成熟，如 vivo

与汇顶科技合作， 共同承担风险，

率先大批量应用屏下指纹技术 。

OPPO 加大研发投入至 100 亿，聚

焦技术创新与供应链整合。 OV 因

供应链管控出色， 不仅缺货情况

少，还共享众多一线手机厂核心供

应商资源，把握了竞争优势。

对话行业精英

深化行业认知

以上已经从智能手机制造厂

商的宏观角度出发，而现在我们将

从微观的角度入手 ， 对话业内精

英———程律先生，来看看他对目前

智能手机供应链的构建管理有何

观点。

程律先生，不仅拥有里尔高等

商科学校供应链管理和采购专业

的硕士学位，在智能手机制造行业

担任采购职务也已有超过十年的

经验。他目前在荣耀终端有限公司

担任采购副总裁，对制定、管理、推

进实施采购策略，加强与供应商合

作关系等采购方面的工作有着深

刻的了解和丰富的经验。关于对此

次主题的探讨，他说道：“在智能手

机这个高度竞争且日新月异的领

域，构建智慧高效的供应链不仅仅

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战略思维

与执行力的深度融合。 我们深知，

每一个环节的优化都能为产品带

来质的飞跃，从原材料采购的精准

预测， 到生产流程的智能化改造，

再到物流配送的即时响应，每一步

都需精心布局。 当前，我们面临的

挑战不仅在于如何快速响应市场

变化，更在于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同

时，实现成本的有效控制。因此，与

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至关重要。我们应倡导开放共赢的

合作模式，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协

作，共同推动产业升级。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加强对供应链的透明化

管理，确保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

要求，这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

企业自身品牌价值的坚守。 ”

随着智能手机制造业的持续

变革，构建智慧高效供应链已成为

企业制胜的关键。 通过强化供应链

管理、深化与供应商的合作，以及

引入先进技术，各大厂商正不断探

索创新之路。程律先生的见解为我

们揭示了供应链管理的深层战略

意义，预示着一个更加协同、透明、

高效的智能手机制造新时代的到

来。 （黄旦）

智能手机制造新风尚：

强化供应链管理 引领未来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