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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正是高粱、玉米等秋
收农作物耕种的关键期。近日，灵石县
抢抓有利时机，开展秋作物耕种，确保
增产增收。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机现代化。
近年来，灵石县农业农村部门牢牢抓住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推动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用足用好各
项扶持政策，从购机补贴到作业补贴、
基础设施建设、机具推广等集中扶持，
为农机合作社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发展
环境，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
展壮大。

家住灵石县王禹乡后沟村的村民
赵志文，去年种了 80多亩玉米，今年年
初他计划改种高粱，因时间精力有限，
他选择将土地托管给当地的农机专业
合作社。

“我家的地都是零散的山地，需要
深松耕种的两亩地，放到以往，一家人
要干好几天才能完成，交给宏都农机
专业合作社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深
松、旋地和播种，我自己什么也不用操
心。”赵志文算了一笔经济账，将地委
托给宏都农机专业合作社后，每年每
亩托管费用为 210元，农机部门还有补
贴，自己需要花费的很少，而且从耕地
到种子、播种以及收割都不用操心，加
之高粱收益好，算下来既省事，钱也没
少挣。

宏都农机专业合作社是灵石当地
一家小有名气的农机专业合作社，通
过与农户签订作业托管协议，为农户
提供机耕、机播、机防、机收一条龙作
业服务。截至目前，宏都农机专业合
作社已有社员 21 人，托管土地 8000 余
亩，带动灵石县 200户农民。

据宏都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任昭强介绍，从 2005 年开始，就有了
当种地人的想法。“先开始，我自己先
尝试种地，后来开始进行土地流转和
租赁，最高峰的时候种有 800 余亩土
地，好年景、好政策，让我种地获得了
好的收益，也更加坚定了我种好地的
想法。”

2018 年，任昭强成立了宏都农机
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对周边闲散农机
手的集中管理，进一步规范了市场，
也减轻了农户的负担，增加了社员的
收入。如今，合作社种地有专门的耕
种机、播撒化肥有无人机、收割农作
物有收割一体机，还有烘干机等各种
农机具，农机具利用率大幅提高，合作

社发展范围也由乡到县，甚至发展到
了周边县，经济效益得到了显著提
升。2022年，合作社净收入达到 120万
余元。

在灵石县，像宏都农机专业合作社
这样登记在册的农机合作社共有26家，
对种粮大户、承包地户主、家庭农场等
开展订单协议服务、预约经营、半托管
服务。

马和神牛农机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08年，是灵石县最早的农机合作社。
成立以来，在国家政策指引和县农业农
村部门的扶持下，发展越来越好。目
前，合作社有成员 14人，农机具由原来
的10台发展到现在的133台，固定资产
达 500 万余元，种植土地 9000 余亩，年
收入可达200万元。

“我们干的就是‘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活儿，虽然辛苦，但是现在有了
各种现代化农机具，农活较以往来说
已经很省时省力了，每年农机部门还

会派专人对我们农机手进行各种培
训，加之国家对农民的重视，让我们更
有信心做好专业‘种地人’这份工作
了。”马和神牛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董成根说道。

经过多年的发展，灵石县各类农业
机械数量明显增加，各种农机大户、农
机作业服务合作组织逐步兴起，初步形
成了以政府引导、农民投入为主体的多
元化投入机制，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
高，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全
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据统计，全县农机总动力为111052
千瓦，拥有各类拖拉机 1465台，配套农
具3372部，配套比为1：1.5。

为加快农机服务组织发展，实现
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灵石县建立了
县、乡两级农机化技术服务体系，初步
形成了以县农业农村局为龙头、全县
10 个乡镇设有农业干事为纽带的农机

化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灵石县农业农村部门还

采取多项措施，对农机合作社进行扶持
引导，在规范化建设、政策性扶持、技术
指导、作业服务协调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从2005年至今，灵石县累计补贴农
机具 4800余台，购置补贴 2700余万元，
受益农户达3100余户。

灵石县农业农村局农机股赵希增
说：“我们通过政策扶持、典型引路、创
新机制等多种手段积极培育、扶持新
型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下一步，将
继续加大农机化基础设施投入，积极
争取政府支持，解决大型农机停放厂
库用地难问题，鼓励有实力的农机合
作社通过开展农机作业服务、农产品
加工、粮食烘干等农业生产‘一条龙’
服务，拓展合作社经营产业链，增强服
务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为实施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更加坚强的保障。”

（郭苗）

灵石县农机合作社助力农业增收

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本报讯 近日，在灵石县静升镇旌
介村的灵鹏经销专业合作社厂房里堆
满了已经打包好的饲料，装载机来回穿
梭将发酵好的玉米秸秆运输到秸秆打
包机内，工人们相互配合，将这些原料
压缩打包成可供家畜食用的饲料。

玉米秸秆“变废为宝”、高效利用，
正是灵石县灵鹏经销专业合作社认真
贯彻落实“粮藏于农，粮藏于技”理念的
具体实践。该合作社负责人肖林鹏说：

“我种植了 1000余亩玉米，秸秆大概能
收 700 至 800 吨，以前秸秆都是直接还
田，现在养殖户越来越多，对秸秆的需
求也大了，我就购买了一台茎穗双收
机、秸秆打包机，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
光这项大概就能增收10余万元。”

据了解，灵石县灵鹏经销专业合作
社是灵石县一家集农业生产资料供给、
农作物生产技术指导、耕种以及农产品
初加工、贮藏于一体的新型经济合作组
织，每年可为辖区内村委和周边乡镇提
供 1000吨化肥、10吨农药，近 3万亩的

玉米、大豆种子，保证春耕备耕农业生
产资料的货源，合作社的正常运行还带
动了周边近 100人就业，实现了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灵石县，不仅有像肖林鹏这样的
种粮大户，还有许多煤炭企业，以工业
反哺农业，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业
产业发展以及产业链条延伸作出了积
极贡献。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聚义集
团成立了晋宝望种养专业合作社，晋宝
望农业板块总经理宋永盛说：“这几年，
我们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理
念，与周边村社开展合作，配置现代化
种植、收割机具，无人机喷药施肥，并配
套粮食初加工和 1万吨现代化粮仓，从

播种到收割烘干入库全程现代化作业，
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逐步实现农业现
代化。种植规模也从当初的 1000余亩
发展到现在的五大种植基地、7800 余
亩，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使合作社种植
走向多元化发展道路。”

截至目前，灵石县 200亩以上的种
粮大户有88户，种植作物以玉米、小麦、
大豆为主。其中，规模 200 至 500 亩的
种植户有55户，种植面积1.5万亩，其中
43 户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占比
78%；规模500亩以上的种植户有33户，
种植面积 4.3万亩，其中 31户与农户签
订土地流转合同，占比 94%，种粮大户
的数量、面积逐年上升。

近几年，灵石县通过大力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耕地水平有了极大改善，
为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及规模化运作
提供了便利条件，也减少了全县耕地撂
荒的现象，增加了土地利用率。灵石县
农业农村局粮油股股长郝俊芳说：“为
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县政府出台了一
系列扶持政策，并配套补贴资金对全县
范围内的小麦、玉米、马铃薯进行全额
保险，同时县农业农村局及时向种粮大
户转发气象预警信息，根据不同的气象
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做好防御措施，将
可能发生的灾害降到最低。下一步，将
紧扣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开展全方位、
深层次的指导服务，推动农业生产提质
增效，确保稳粮保供坚实有力、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 （郭苗）

灵石县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

多种粮种好粮 当好种粮“带头人”

本报讯 因天气炎热，为保证葡萄
的口感和大小，连日来，灵石县两渡镇
索洲村利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田利军，带
着工作人员穿梭在各个葡萄架之间，忙
得热火朝天。

走进利军家庭农场水果种植基地，
一串串翠绿欲滴的葡萄爬满藤架，套好
袋的苹果一个挨一个，沐浴着阳光，西
梅、青脆李、红心桃等特色水果长势喜
人，整个农场郁郁葱葱、一片生机盎然
的景象。在田利军的精心培育下，农场
水果种植面积达 50余亩，种类繁多、品
种众多，2022年获得“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称号。

据利军家庭农场负责人田利军介
绍，刚开始他在种植方面一知半解，边
学边干，当地农业部门和镇、村给予了
他很大的帮助。时间长了，自己也摸索
到一些门路，便有了创办家庭农场的想
法。2021年，田利军成立了家庭农场。
2022年，水果亩产达到 3000斤以上，其
中葡萄收益达8万余元。

眼下正值葡萄修剪、抹芽、打顶、
梳果及苹果套袋、锄草的关键期，田利
军正组织工人加紧作业，预计 8 月葡
萄、桃、苹果等水果陆续进入成熟期，
届时将面向社会以采摘模式进行销
售。在利军家庭农场务工的村民景成

英说：“今年我们才来到这里，工作轻松
也不耽误家里的农活，能挣点零花钱感
觉挺好的。”

经过几年发展，农场由小变大、由
弱变强，成了当地最具吸引力的特色农
业，不仅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资源，
也为闲散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激活
了乡村自我“造血”功能。

类似利军家庭农场这样的家庭农
场如雨后春笋般在灵石大地迅速成
长。目前，纳入全县家庭农场名录管
理的就有 82 户，其中省级示范农场 4
家，市级示范农场 6 家，县级示范农场
8 家。为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和管

理，灵石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强化培
训、抓好示范、统一指导、稳步发展”
的指导思想，加强对家庭农场的指导
力度，积极探索家庭农场培育机制和
激励政策，助力家庭农场更好地融入
产业链，提升经营效益，实现农民增
收，推动乡村振兴。

灵石县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
务中心主任石灵说：“近年来，灵石县
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家庭农场的建设
发展，县财政对省、市、县三级示范农
场进行了奖补，省级 3 万元、市级 2 万
元、县级 1 万元，极大地推动了农业
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在降低种植成
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产值，为全县保
粮稳供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将加大
对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生
产的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科学化
种植水平。”

（郭苗）

家庭农场为灵石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能量

本报讯 连日来，灵石县水利部门抢抓
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
工程建设进度，确保主汛期前完成建设任务，
提升防洪减灾能力，保障沿河两岸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6月 27日，在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二标段施工现场，运输车、洒水车、铲车来回
穿梭，挖掘机正在进行清淤作业，部分施工人
员在进行模板支撑作业，现场一派繁忙。

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二标段起点为
经二路桥，终点为灵石一中桥，总长度为 1.4
公里。据灵石县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二
标段施工负责人孟栋梁介绍，目前，对河道清
淤、混凝土护脚等进行施工，组织人力、机械
三班倒不间断作业。目前，河道清淤工作已
经完成80%，混凝土护脚已开始支模，争取主
汛期前完工，确保河道畅通。

据了解，灵石县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
程属山西省防洪能力提升项目，治理范围为
静升河旌介村G5高速桥至灵石县客运汽车
总站，治理总长约11千米。工程建设主要内
容为新建堤防护脚约8.2千米，堤防加高加固
1.58 千米，改建 3.5 米高浆砌石挡墙 323 米，
清淤疏浚约 11千米，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
施工总工期为6个月。

为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灵石县将工程分
为5个标段，组织各类机械同步施工作业，分
秒必争抢进度。“当前正是水利工程建设施工
黄金期，清淤疏浚工程建设过程中，参建单位
尽职尽责、加班加点，目前进展顺利，已完成
整体工程量的近30%。”灵石县静升河防洪能
力提升工程总监理郭林说，各施工环节严格
管理，保证施工规范，进场材料合格，施工人
员安全。

工程建设过程中，灵石县水利局强化
底线思维和责任意识，强化要素保障和工程监管，全力协调施
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据灵石县水利
局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相关负责人祁勇介绍，为提高静升
河防洪标准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护沿河耕地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灵石县水利局组建了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督导专班，委派技术人员全天驻扎工地，指导施工建设，确保工
程质量；同时根据建设任务，制定了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任务清单，明确各标段治理任务，倒排工期，确保施工进度；制
定了静升河防洪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参建各方职
责，紧盯每个环节，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和安全施工红线，全力筑
牢百年防洪工程。 （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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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省
校合作红色教育和国情教育基
地建设工作，为高校师生提供
实践平台，6月25日，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部分师生在灵石
县王家大院开展《传统艺术考
察》课程研学交流活动。

王家大院是山西大院文
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规模宏
大，依山而建，大院布局体现
出北方民居的典型性，三雕技
艺也是具有山西大院文化的
代表性技艺。在研学交流活
动中，师生们参观了明清民居
建筑，并在导游引导讲解下，
深入了解大院著名的“三雕”
文化，通过拍摄院内精美雕
塑、研究大小院落布局、交流
口口相传的家训故事等方式，
用笔端、镜头生动记录灵石，
娓娓讲述大院故事，感受王家
的家国情怀。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是一所集规划设计、建筑设
计、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于一体
的完备设计体系学院，师资力
量雄厚、名师聚集、人才辈出，
是兴学育才的荟萃之地。“开展

此次《传统艺术考察》课程研学
交流活动，就是要从中国传统
建筑及器物遗存中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通过
对中华传统艺术的考察和挖
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华夏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
的软实力。”武汉大学城市设
计学院教师毛佳说。

为深化省校合作，山西省
与高校共建大学生实习实训基
地、就业创业基地、高校科研平
台延伸基地、红色教育和国情
教育基地等“12 大基地”。灵
石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省校、市校合作部署要求，结合
灵石县丰富的煤炭资源、厚重
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通过主
动对接、合作签约、研学交流等
多种方式，与省内外高校开展
广泛合作，形成了“校企合作、
招才引智，科技赋能、产学共
赢”的良好氛围，实现了高校与
城市融合共生、互促发展，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支撑和技术保障。

（赵青）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在灵石县王家大院
开展研学交流活动

校企合作招才引智 科技赋能产学共赢

本报讯 近日，灵石县2023年
度煤矿透水事故应急演练在灵石
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举行。

此次演练模拟灵石银源兴庆
煤业有限公司开拓大巷掘进时突
然遇到不明突水，水量较大、带有
压力，进而发生透水，有2名作业
人员被困井下，跟班队长立即组织
人员撤离现场并汇报公司调度
室。随后，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在处置过程中，因井下救援难
度较大，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救
援力量不足，报请县政府、县应急

管理局协助救援。通过各方的通
力协作，被困人员全部被救出，应
急演练取得圆满成功。

现场演练结束后，有关专家
对演练整体情况进行了点评，并
就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提出科
学性建议。此次演练各部门协
同作战、紧密配合，检验了应急
预案的可靠性、应急组织机构和
队伍的协同反应水平及作战能
力，为进一步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提供了有益借鉴。

（赵青）

灵石县组织开展2023年度煤矿透水事故应急演练

协同作战紧密配合 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防汛减灾 全力以赴

深化省校合作 共促高质量发展

马和神牛农机专业合作社采用机具播撒化肥。 郭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