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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树立大食物
观，发展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
体系。2022 年以来，灵石县将发展设施
农业作为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抓
手，大力实施了蔬菜设施化、养殖工厂化
等工程，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大项目支撑
等方式，农业产业结构得到持续优化。

近日，笔者在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看到，智能化玻璃温室大
棚内温暖如春。“空气温度 31.9℃，湿度
39.1%......。”在玻璃温室大棚内，通过大
厅显示屏可观测大棚内的湿度、温度、光
照以及各项种植指标的实时数据，通过
对数据的采集，企业可有针对性的指导
技术人员进行生产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温控大棚实现
数控化以后，可通过电脑大屏控制大棚
的温度、湿度，还可根据农作物成长情况

及时补充营养液。智能温控大棚采用物
联网技术，通过计算机终端向管理者及
时推送监测信息，实现大棚远程智能管
控，确保大棚内的环境最适宜农作物生
长，通过精细化管理，为农作物的高产、
优质、安全创造条件。相比传统农业生
产模式，“物联网+农业”的应用能节省
很多人力成本，并且生产的农产品更受
市场欢迎，这也是今后发展现代农业的
主要方向之一。

通过全智能农业物联网设施的使
用，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将近 10 亩地的玻璃温室大棚实现了一
年四季不停歇的种植与采摘，一个棚一
年的番茄产量就有 10 万公斤。不仅如
此，企业 2022 年还重点实施了 5 万头奶
牛养殖基地建设项目，低碳绿色的现代
化牧场，让这个农业园区实现了种植与

养殖的“双轮驱动”。
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师青海说：“公司农业板块是以牧
草种植为主，种植出来的牧草就近转到
农场，作为牛的基本饲料，产生的粪污进
行有机化处理以后，再返还到农田当中
作为有机肥，然后利用牛棚顶的闲置空
间，引进了光伏发电，用于牛场的生产，
最终形成了农业、牧业和新能源的绿色
生态闭环产业链。”

大力发展低碳、智能化的现代设施
农业项目是灵石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
重要抓手。2022 年，灵石县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牵
引，落实晋中市“484”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矩阵，转方式，调结构，大力推进山西鑫
奥特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建设，截至
目前，已完成投资 1 亿余元，形成了 4 座

设施农业全智能玻璃大棚、6 座连栋薄
膜温室大棚、5.2万株美早樱桃树和 2500
亩优质酿造用高粱、4000 亩优质牧草种
植的生产规模，年产值已经做到了 2000
余万元。同时，还助力企业与蒙牛集团
旗下现代牧业展开战略合作，5万头奶牛
养殖项目已破土动工。此外，推进福禄
堂酸枣仁产业园建设，目前,已引进国内
先进酸枣仁加工生产线一条，2022 年上
半年新育苗 175 万株，人工种植 3000 余
亩，野生抚育2000余亩。

灵石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副局长崔
丽介绍，2022年以来，灵石县根据省、市预
期目标，确定了总投资317.4亿元的100个
重点项目，其中：一产占比达7%，农业项目
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明显提升。

据了解，2022年以来，灵石县通过落
实晋中市“484”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矩阵，
推广普及设施农业生产中土地耕整、灌
溉施肥、采摘运输、环境调控等环节技术
装备，进一步促进了全县农业的规模化
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产业化
经营，为晋中市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特
优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力争在全省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中先行一步奠定了坚
实雄厚的基础。 （赵青）

灵石县转方式调结构——

设施农业引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近年来，灵石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
以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为统领，全面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力
度，创新旅游产业发展方式，不断推动文
化和旅游发展迈上新台阶。

全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目前，笔者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
看到，馆内整整齐齐的书架上，分门别类
摆放着各种书籍，其中文学艺术类、社会
科学类、青少年读物、生活百科类等，五花
八门，应有尽有。一些市民正在低头读
书，还有部分学生在这里自习阅读。

笔者了解到，近年来，灵石县按照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新发展任
务清单，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公
共文化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工作服务规范
和服务标准，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逐步
提升，图书馆积极准备迎接国家一级馆评
审，年接待读者 21677 人次，免费办理读
者证225个，累计举办线上线下读者活动
8场次，全民阅读推广活动2场次，志愿者
服务 20场次，讲座培训 2场次，展览 1场
次，亲子故事会2场，受众1500余人次。

同时，文化馆开设舞蹈班、柔力球班、
牛维平书画艺术研修班，举办党的二十大

主题作品展；博物馆举办“国际博物馆日”
系列活动，夜游博物馆活动，小小讲解员
培训实践活动，清明、端午、中秋“我们的
节日”传统文化等各类活动，并结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主题，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
乡镇、农村。

灵石县深入实施群众文化惠民工程，
培养乡村群众文艺队伍 35支，乡土文化
能人艺人15名，乡村文化带头人35人，举
办2022年灵石县文化惠民工程启动暨培
训会。截至目前，全县乡村群众文艺队伍
组织开展活动999场，乡土文化能人艺人
开展培训传承活动172次，乡村文化带头
人组织开展活动390场，送戏下乡演出78
场；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歌舞晚会2场、少儿
才艺展示 2 场、晋剧表演 1 场；广场舞大
赛；庆“七一”、喜迎党的二十大合唱快闪
活动；合唱协会、职中学生100余人在红崖
峡谷录制歌曲进行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

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11
个项目成为第十批县级非遗项目，9人成
为第五批县级非遗传承人；推荐7个项目
申报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5个项目申报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参加省、市乡土文化
能人技艺大赛，泥塑技艺获得省市一等
奖。举办春节、端午非遗系列活动和“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展演、在

太谷区非遗研究学习等形式多样的非遗
活动，联合举办第七届灵石县工艺美术作
品展，参加晋中市工艺美术作品展，社会
各界对非遗的关注度、知晓度明显提高。

全力提升文物保护力度

2022 年以来，灵石县不断加大文物
保护力度，加快推进古建筑等保护修缮工
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低级别和石刻文物
资源调查工作，对525处不可移动文物遗
存点、320处石刻文物资源进行实地调查
核实，并经专家认定全县未定级不可移动
文物消失 4处，现为 419处。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制定《灵石县文物博
物馆单位安全管护责任清单》，分别明确
了全县 490 处低等级不可移动文物遗存
点的安全责任人，并在县政府网站进行公
告公示，切实解决了全县未定级文物点无
人管护的问题。

先后铺开了 11 处文物修缮、养护和
抢险工程。目前，已组织完成了夏门古堡
御史东院南段围墙抢险加固工程、静升村
怀永图院落主院倒座后墙抢险加固工程；
完成了夏门古堡部分建筑和马和晋祠庙
古建筑日常养护工程、何氏宗祠日常保养
工程和静升文笔塔日常养护工程；整修完
成夏门古堡部分建筑。目前，正在实施静

升镇旌介村龙天庙、关帝庙、朝阳庵保护
修缮工程，两渡冷泉寨门楼护坡抢险加固
工程和静升村北文笔塔抢险加固工程。

创新旅游产业发展方式

为了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灵石县组建
了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灵石县文化旅
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旅游景区的投
资、开发及运营管理，旅游信息平台建设
等，以推进全县文化旅游资源的联动推广
和景区的联动发展，现已完善了二级游客
中心内部装修，实现了购票、导游、引导等
服务功能。

同时，继续实施“畅游灵石”A级景区
联合促销门票优惠政策，投资435.02万元
推进灵石智慧旅游服务数据平台和智慧
景区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共售出畅游灵
石票 9.53万张，订单金额 476.32万元，实
现了票务系统的搭建和各景区分成，通过
数字化平台的数据分析，为全县文旅产业
的数据监测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数
据支撑。同时，灵石县积极参加云南昆明
旅游交易会等旅游行业活动，各A级景区
通过抖音、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大力宣传

“畅游灵石”A级景区联合促销门票优惠
政策，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郑涛）

灵石县：文旅融合赋能城市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灵
石县药品市场价格秩序，灵石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民生焦点，
主动作为，周密部署，压实责任，
深入各大药店开展药品价格专
项检查，全力守护好百姓的“药
瓶子”。

2022 年 12 月 28 日，灵石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先后
深入县阳光药房、天诚药房、一
心堂等连锁药店，通过查看药品
商品价签、查阅进货台账、销售
明细等方式，重点针对 N95 口
罩、酒精等防疫用品及退烧类、
抗病毒类药品是否存在不明码
标价、哄抬价格等损害消费者权
益、扰乱市场秩序的价格违法行
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现场
检查，并详细了解各药店医用口
罩及防疫药品的进货来源，查验
相关产品的索证索票、库存及销
售记录，查看产品来源是否合
法，质量是否合格，有无囤积居
奇等违法行为。

检查中，执法人员提醒告诫
药店经营者要把好产品质量关，

严禁出现产品未明码标价、囤
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不正当价
格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共出
动执法人员 60 余人次，对全县
药品经营企业下发关于涉疫物
资价格和竞争秩序提醒告诫书
102份。

灵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赵卫峰说：“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医疗药品用品价格监督检
查和巡查工作，严肃查处借机
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哄抬价格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的价格违法行为。广大群众和
社会各界若发现上述价格违法
行为，请保存好相关证据进行
投诉举报。我们也将紧密结合
县委、县政府的相关要求，持续
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同
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坚决防
范和严厉打击防疫药品、用品
领域的各类违法行为，对相关
价格违法行为从严从快查处，
全力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经营
环境。”

（郭苗）

灵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展药品价格专项检查

本报讯 近日，山西启光
发电有限公司 100MW 农光
储科技一体化项目的建设者
们顶着刺骨寒风坚守施工一
线。笔者在这里看到，整个项
目建设有序推进，基础打桩工
作已基本完成，建设者们正在
加快进行光伏支架的搭建安
装工作。

山西启光发电有限公司
100MW 农光储科技一体化
项目负责人邵加晓说：“目前，
我们所在的是光伏组件安装
的位置，像这样一组是由 32
块 600瓦的光伏板安装组成，
算下来，一组的发电容量是
19.2 千瓦，项目总容量为 100
兆瓦，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安

装 5200 余组。目前，我们已
经安装完成200余组。”

山西启光发电有限公司
100MW 农光储科技一体化
项目加速建设。据了解，2022
年，共实施了5个光伏发电项
目，发电容量共计 430MW，
总投资21.4亿元，对加快灵石
县能源结构调整，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邵加晓说：“整个项目建
成后，每年可以节约发电标煤
约 4.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12.34 万吨、二氧化硫
31.9吨、氮氧化合物30.31吨，
对改善灵石生态环境，实现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郭苗）

灵石县:光伏项目施工忙

本报讯 为保证“两节”期间灵石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
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两节”保供电工
作，提前制定“两节”保供电方案及应急
处置措施，确保“两节”期间电网安全可
靠供电，让全县人民度过一个祥和、欢
乐、明亮的节日。

日前，笔者在灵石县小南关变电站
和县文化艺术中心配电室看到，国网灵

石县供电公司正组织人员对变电箱、配
电室线路及设备进行日常巡视和红外
测温工作，对发现的缺陷、隐患进行及
时消除。

“两节”临近，用电负荷逐步增高，国
网灵石县供电公司结合往年情况，制定
切实可行的保供电方案，要求输、变、配
班组和基层中心供电营业所根据辖区内
线路、设备运行情况，组织人员对变电

站、输电线路、配电线路和设备进行全面
巡视，及时消除隐患，确保线路、设备安
全稳定运行。

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赵
永强说：“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开始，我
们提前部署‘两节’保电工作，落实各项
保电措施。”

据悉，为确保“两节”期间保电工作
落到实处，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提前安

排，成立了应急抢修队伍，并要求各生产
专业班组和基层中心供电营业所做好

“两节”期间应急值班工作，做到抢修车
辆到位，备品备件和应急物资充足，满足
应急需求。值班值宿人员和应急抢修人
员要保持24小时待机，让全县人民在“两
节”期间用上放心电、舒心电、安全电。
截至目前，共出动人员 30人次，车辆 12
台次，处理各项发热类缺陷19处，有力保
证了灵石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国网灵石县供电公司副经理赵树茂
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细化各类措施，
以稳定供电和优质服务守护电网安全，
完成零跳闸、零烧损、服务零投诉的目
标，保障全县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祥和、
快乐的节日。” （赵青）

灵石县确保“两节”期间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本报讯 为营造欢乐喜庆的春节氛
围，让广大市民欢度新春佳节，灵石县全
面启动城市街景氛围营造工作，扮靓城
市街景，让年味更浓。

2022 年 12 月 31 日，笔者在灵石县
小河北街看到，灵石县城市管理局工作
人员已经开始在路旁的树上悬挂彩灯，
为迎接春节做准备。记者注意到，工作
人员将红色心形彩灯一圈圈缠绕在树干
和部分枝干上，彩灯上还印有“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等字样。

“在树上挂彩灯比较繁琐，需要在保

护树木的同时按顺序挂好彩灯，以目前
的工作进度来看，小河北街两天就能够
悬挂完成。虽然天冷，但能为我们的城
市增添一份过年的喜气，我们心里很开
心。”工作人员介绍说。

随着工作人员的一次次挑杆，树上便
留下了一串串彩灯，为街道增添了浓浓年
味，也为广大市民呈现了一道道亮丽风景。

据了解，本次城区街道亮化美化工
程本着节俭、环保、美化、亮化的原则，主

要覆盖城区新建街、文化艺术中心等主
要街道、广场。完工后，数万盏彩灯将扮
靓山城灵石，为广大市民呈现出一个全
新的夜景亮化景观，迎接新年的到来。

（赵青）

春节亮化迎新春 扮靓山城年味浓

过年蒸花馍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
民俗之一，花样繁多的花馍不仅象征着
吉祥如意，也“蒸”出了满满的幸福感，寄
予着人们深厚而美好的情感，为节日增
添了浓浓的喜庆气氛。

近日，笔者走进灵石县张大娘花馍
店，一览花馍制作流程。在工作人员的
巧手中，一个个普通的面团变成了活灵
活现、造型各异的艺术品。

据店铺负责人苏娟介绍，花馍制作

的每个过程都相当讲究，要经过发酵、和
面、揉面、醒馍、捏形、蒸制等多道工序。
只见一块面团在她的手中被娴熟地揉、
搓、挤、压，三下两下就初见雏形，再用剪

刀、小梳子、筷子等工具雕饰加工，造型
各异的花朵、枣山、抓钱手就成形了，白
净的花馍加上红枣点缀，瞬间变得生机
勃勃。随后将捏好的花馍摆上笼屉，蒸

上25分钟后，锅盖一掀，热气腾腾，屋内
瞬间被花馍的香味弥漫，年味儿更浓了。

交谈间，笔者看到，一旁的桌上已经
摆放了不少制作好的花馍，枣山、金蟾、
花卷、蒸蒸日上等，花色绚丽，造型各异。

花馍迎来送往，传递着亲情和祝福，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最
爱。时代变迁，习俗转换，但花馍情节会
一直留在大家心中。

（韩俊媛）

花馍“蒸”出幸福感

本报讯 近日，全国总工会发布了
2022年“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名单，灵石县环卫队户外劳动者爱心驿
站荣列其中，这是灵石县首家获得全国
级荣誉的爱心驿站。

日前，笔者在翠峰路环卫工会爱心
驿站看到，驿站内干净整洁、各类设施一
应俱全。几名刚忙完的环卫工人正吹着
暖风，喝着热水，稍作休息。对于在户外
工作长达8个小时的环卫工人来说，爱心
驿站就是他们的“充电站”。

据了解，灵石县环卫队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是灵石县总工会与灵石县城市
管理局共同建立的，该站点于 2022 年完
成升级改造，秉承“关爱户外劳动者，弘
扬文明新风尚”的宗旨，不断完善各项服
务功能，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现在，这个

“暖心小屋”已经成为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交警等户外劳动者的温馨港湾，让他
们在工作间隙，渴了有水喝，热了能乘
凉，冷了能取暖。

环卫工人靳师傅说：“以前从早忙到
晚，尤其是冬天很难找到一个取暖的地
方，现在条件越来越好，有了爱心驿站，
能够为我们遮风挡雨，还有热水喝，为我
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此外，该爱心驿站不断改进服务内
容和方式，在做好日常服务的基础上，与
县总工会联合举办爱心驿站体验周、爱
心义剪、夏送清凉、“工E驿站”App积分
兑换等活动，累计服务户外劳动者 2000
余人次，并将义务理发、健康咨询、免费
体检、法律咨询等活动长期坚持下来，真
正为户外劳动者办实事，提供贴心服务，
让他们深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得
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灵石县环卫队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坚持社会共建、共同参与，社会监督、建
管并重的模式得到各部门的高度认可。
下一步，灵石县总工会将加大驿站对外
宣传力度，不断推进“爱心驿站”建设，完
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并结合各驿
站实际情况，提供更有针对性、个性化的
服务，让“小”站点释放“大”能量，使其真
正成为温暖户外劳动者的“家”和展示城
市形象的窗口。 （韩俊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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