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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初秋时节，左权县红不落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内的“鸡心果”
进入成熟采摘期。近日，种植基地内一嘟噜
一嘟噜的“鸡心果”挂在翠绿的枝叶间，果实
饱满，色泽鲜红，公司专门聘请的技术人员
正忙着采摘、挑选。

“鸡心果”果型秀美，酷似鸡心，又似爱
心，故又名“爱心果”。因其香气诱人，皮薄

多汁，肉质细腻，口感甜脆，营养丰富，深受
广大消费者喜爱。

左权县红不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17 年，位于桐峪镇西峧、中庄、
上武村，现有果树种植基地 400 亩，主要种
植富硒苹果、“鸡心果”，以及各种盆栽及落
地果树。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的“红不落”产

品已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进行销
售，产品销往太原、北京、南京、苏州、杭
州、上海等城市。此外，公司还与晋中市
乡村振兴协会、中国乡村振兴协会、中国
科技大学苏州硒谷科技公司建立了战略
合作关系，成为“万亩富硒”项目富硒苹果
项目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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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鸡心果 ” 喜获大丰收

图一：果农将“鸡心果”搬运至分拣场地。
图二：技术人员精心挑选“鸡心果”。
图三：树上挂满了通红的“鸡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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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左权县寒王乡将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任务，坚持立足区域特色优势，强化
龙头辐射带动，持续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深
挖增收潜力，培育增收动能，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幸福
感更强。

提升群众幸福感 乡村振兴有奔头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俺村的老人们吃了好
几年免费的一日三餐，村里还给俺们佩带了健康手环，孩
子们在外打工，也不用担心俺们的身体状况啦。”寒王乡里
长村村民刘先智介绍着自己的老年生活，脸上难掩激动和
兴奋。

里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向林介绍，里长村
作为数字化乡村示范村，积极探索“数字+养老+医疗”的智
能化养老模式，不仅为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提供一日
三餐，还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监测”等高科技手
段，将全村老年人群体的身体状况数据化并实时监测，通
过人脸识别系统、可穿戴智能设备和监控设备，给村里老
人配置了智能手环，监测他们的体温、心跳、血压、步数，真
正打通了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日间照料中心为农村孤寡老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养
老方式，老人不需要远离家庭，就可以享受到养老院的优
质服务。日间照料中心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社会养老问
题，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解决了子女
们的后顾之忧。”寒王乡副乡长胥晓春介绍说。

据了解，不只是里长村，寒王乡各村都在丰富和完善
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内容和功能。该乡依托数字乡村建
设，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困难的问题，提高了老年
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目前，全乡12个村集体已
经建起了养老服务中心，400名老年人乐享幸福晚年。

特色产业挑大梁 乡村振兴底气足

走进寒王乡禾丰瑞种植园的温室大棚，一串串西红柿
挂在长势旺盛的藤蔓上，红色的果实鲜嫩欲滴，色泽光润
诱人。村民孙丽丽正忙着采摘成熟的西红柿，“俺这西红
柿口感好、无公害、产量多、卖价高，我们的订单很多，卖得
特别火，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孙丽丽一边采摘，一边介
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禾丰瑞种植园区负责人介绍，今年采用了熊蜂授
粉、滴灌施肥等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西红柿的产量和质
量，预计产量约120万斤，销售收入可达130万元，年利润约
20 万元，可带动附近 15 户村民就业，增收约 10 万元。目
前，温室大棚西红柿已上市销售，拱棚西红柿已开花挂果，
实现了城郊区域无公害蔬菜供应。

近年来，寒王乡在发展设施蔬菜的基础上，在下丰堠
成立了产业联建党组织，新建设施大棚100亩，发展西红柿
种植，助力蔬菜产业逐步向标准化、无害化、品牌化发展。

寒王乡地处高寒地带，历来以种植杂粮为主，但传统
分散种植效益低、机械化水平低，加之分散种植成本高、劳
动强度大、售价低等因素，年轻人种粮意愿低，土地撂荒问
题突出。

为破解粮食生产难题，寒王乡以全托、半托、代管三种方式，为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让农民享受
土地托管收益的同时增加粮食产量收益。

寒王乡还成立了现代农业发展服务公司，采取“公司+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机械
化、规模化经营，实现零散撂荒的土地集中、集约管理。通过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种植、统一销售”，解
决了“谁来种”“怎么种”的问题。同时，将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种养中解放出来，促进劳动力转移，带动
农民增收，全面推广品质优良、经济价值高的杂粮品种，广泛运用现代化生产技术，有效提高杂粮产量
和品质，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全乡党组织领办全托管土地2600余亩，
六大农机合作社托管土地6200余亩，全乡2885亩撂荒地得到充分利用。

此外，寒王乡还大力发展“左权羊”产业，培育乡村振兴新引擎，走产业兴旺的“羊”光大道。
“我们基地现已建成钢架羊舍11栋11080平方米，存栏羊5500余只，与12个村签订湖羊托管和资金

入股协议，带动村集体增收480余万元。我们还将充分发挥技术、市场、品牌等优势，走‘公司+基地+农
户+屠宰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引领带动养羊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平旺养殖合作社理事长李云说。

为把养殖产业发展成为助农增收的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的优势产业，寒王乡以省级示范合作
社李云湖羊养殖为龙头，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四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建设现代化育种、
育肥、加工基地，培育黑山羊、大青山羊、绵羊三大养殖品种，同步推动里长、文兴黑山羊养殖基地建
设，着力打造左权羊全产业链育肥基地，带动更多村集体和农户增加经济收入，推动经济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目前，全乡羊存栏量达1.8万只，三大基地全部投入使用后养殖规模可达3万只以上。

做强园区平台 乡村振兴有龙头

寒王乡是左权县传统的工矿区，拥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企业众多。近年来，寒王乡优环境、精
招商，成效明显。石港村依托煤层气资源优势，引进投资1500万元的玻璃微珠生产线，建成后年生产能
力可达2万吨，增加经济收入30万元；后寨村通过盘活“旧资产”，让“旧资产”发挥“新用途”、实现“新效
能”，通过招商引资，投资2580万元进行全面技改和产业升级，目前已投产，可实现年产煤矸石烧结砖8000
万块，村集体年可增收50万元，带动就业50余人；下其至水泥厂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化利用，引进投资
4000万元的建筑砌块水泥制品和沥青搅拌站及水稳拌合站项目。

寒王乡党委书记申继红说：“下一步，将继续坚持‘一切为了产业、一切围绕产业、一切服务产业’
的理念，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立地条件，大抓产业、抓大产业，多措并举、强力推进，让产业助推乡村振
兴，让群众真正富起来，让乡村真正美起来。” （崔丽娟）

产
业
兴
旺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
—

左
权
县
寒
王
乡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提
升
群
众
幸
福
感

本报讯 今年以来，山西省人民医
院左权分院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丰富服务内涵，提升服务品质，全力
构建流程科学、模式连续、服务高效、
环境舒适、态度体贴的现代化医疗服
务模式，切实提升群众看病就医的满
意度。

门诊是患者就医的第一个窗口，
山西省人民医院左权分院专门在大厅
的入口处、挂号处、取药窗口、楼层索
引处等安排医生和护士，主动为患者
提供服务和解决实际困难。

“最近陪家人来县医院就诊，医院
里的护士主动引导我挂号、取号、看
诊、买药，耐心细致的服务节省了我们
的就医时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就
医体验。”患者家属王雨露说。

自搬迁到新医院以来，全体医护
人员持续在优化服务上做文章，精心

设置了就医线路、科室分布指示标识、
自助预约挂号、24小时热水供应、共享
轮椅、便民箱、满意度调查等，方便群
众就医，改善就医体验。

患者李保林说：“我在这儿住院
七八天了，感觉这儿的环境很好，
医生、护士对患者都很热情，很关
爱病人。”

山西省人民医院左权分院外科护
士长刘晓静表示，医院的医生护士经
常询问病人的饮食、睡眠、身体状况
等，主动与病人交谈，缓解病人紧张焦
虑的情绪。

患者出院后病情恢复如何，也一
直是医院较为关注的问题。该院创新
服务举措，建立健全病人出院追踪制
度，定期组织临床专家进行入户回访，
将医疗服务延伸至患者家中。

左权县营盘社区网格员张林芳
说：“医院和社区签订了家庭医生协议

书，为居民提供免费上门服务，这对居
民来说是一件好事。”

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群众的好口
碑。山西省人民医院左权分院不仅在
服务质量上下功夫，还借助省级医院
专家团队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层层练
兵、人人考核，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业
务素质，全力以赴为患者提供便捷、安
全、有效的就医体验，为患者的健康保
驾护航。

山西省人民医院左权分院副院长
李兆云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借助省医
托管平台，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强化主
动服务意识，优化就诊流程，深化延续
性护理服务，通过“互联网+”的护理服
务，为出院患者及行动不便的患者提
供上门服务，真正做到让服务“多跑
路”、让患者少跑腿，当好人民群众的
健康“守门人”。

（李浩）

山西省人民医院左权分院

服务有温度 群众有“医”靠

本报讯 近年来，左权县和平果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不断改良种植技术，扩大种植规
模，打造特色品牌。今年秋季，合作社精心
培育的新品种“鸡心果”一上市就广受青睐，
让果农们尝到了“特”“优”农业发展的甜头。

这两天，和平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鸡心果”迎来采收季。园内一树树“鸡心
果”压满枝头，果农们忙碌地采摘包装。技
术员告诉我们，这片果园每一株果树的行距
和株距都是经过精准测量的，采用滴灌、喷
灌以及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极大地提升了

“鸡心果”的产量与品质。

村民张玉香开心地说：“现在生活改变
挺大的，打工也不用出去外边了，在家乡也
可以赚钱，家里边啥事也不耽误。”

和平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国和
平介绍，按照以前的种植模式，一亩地只能
种 70多株果树，现在使用现代化种植模式，
修剪、采收都省事多了，一亩地能种 166 株
到 200 株果树。产量也由以前的 3000 斤到
5000斤，提升到了 5000斤到 7000斤。

“鸡心果”又名“锦绣海棠”，色泽红润、
表皮光滑、味道甘甜，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
微量元素和丰富的氨基酸，市场价格高且
前景十分广阔。

客商杨洋说：“我从网上看到上武村有
这个‘鸡心果’，过来看了一下感觉它的品
种还不错，打算发到上海去，如果品质可以
的话，我们就跟左权上武村的基地达成长
期合作。”

有着十几年果树种植经验的国和平，不
断摸索科学化种植新模式，在“特”“优”农业
发展上下功夫，并积极搭建网络销售平台，
聘请专人拓展市场，实现了产销一体化，

“今年，‘鸡心果’销路不愁，上一批 6 万斤
卖到了浙江嘉兴，现在又有广州客商来考
察，准备销往广州上海，预计销量能达到十
几万斤。”

（孙军星）

“特”“优”农业显身手 农民增收“尝甜头”

本报讯 近日，左权县中医院举
办中医药文化宣传及义诊活动。活动
邀请省级中医专家王维峰、魏孟玲、郭
秀平、张春龙、秦艳虹，为就诊群众答

疑解惑。
山西白求恩医院中医科主任魏孟

玲说：“希望通过开展此次义诊活动，
让老百姓对中医有更深入的了解，帮

助左权县中医院更好地开展工作。”
“中医院举办的义诊活动，为老百

姓就医提供了很多便利，我刚刚去体
验了一下机器人理疗，真的是太舒服
了。”市民李志英高兴地说。

医务人员还为现场群众普及中医
健康知识，展示中药真伪鉴别技术，提
供智能艾灸机器人理疗服务体验。健
身爱好者表演了八段锦、太极扇、中医
健身棒等文艺节目，营造出知中医、信
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的浓厚氛围。

（王志鹏）

弘扬中医文化 传承中医薪火

左权县中医院举办中医药文化宣传及义诊活动

本报讯 近日，左权县红军小学
将红色故事引入“开学第一课”，邀请

“军歌之父”郑律成之女郑小提讲述红
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

郑小提以“守望家园”为主题，围
绕“我们的国土我们的家园、先烈为我
们守护了家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三
个方面，穿插介绍父亲郑律成投军救
国、母亲卖琴买羊、左权将军麻田十字
岭壮烈殉国、王二小放牛郎等红色故
事，为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第
一课”。

左权县红军小学学生申庭语说：
“作为少先队员，我们也要埋下勤勉向

上的种子，成为广袤的祖国大地上灼
灼的希望，长大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报效祖国。”

左权县红军小学校长李伟说：“我
们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紧紧围绕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主旋律，

打造红色品牌，提升办学质量，培养时
代新人，唤起孩子们对红色文化的深刻
记忆，激发他们潜在的正能量。”

活动中，郑小提向左权县红军小
学捐赠了图书，希望孩子们铭记历史，
奋发学习，成才报国。 （李金燕）

左权县红军小学

红色故事进校园 上好“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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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的喜悦 张文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