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要闻 一版责编：张志丽 王晓赟 本版责编：王慧卿 刘恩羽

2024年4月1日 星期一

本报讯 （记者史曼菲）近日，在
省外事办的统筹安排下，美国犹他大
学斯蒂芬·L·沃尔斯顿博士夫妇到晋
中市卫生学校进行友好访问交流。

据了解，斯蒂芬·L·沃尔斯顿多
年来专注于医院管理事业，自2018 年
起，担任犹他大学斯宾塞埃克尔斯商
学院教授兼医疗管理院长，具有扎实
的医疗卫生理论研究水平和丰富的医
疗实践管理经验，并发表多篇著作，帮
助多所医院摆脱了经营困境。

在现场，斯蒂芬·L·沃尔斯顿夫
妇先后参观了基护实训基地的老年照
护、急救项目实训室，以及中医药（康
复）实训基地的中医药博物馆、针灸训
练馆等地。随后，与校方举行了座谈

会。在校方介绍完护理康复专业建设
情况以及共建残疾人照护项目示范点
规划设想后，斯蒂芬·L·沃尔斯顿博
士对学校的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办
学条件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结合自身
工作特点及资源优势，提出了下一步
可进行深度合作的契合点。

依托晋中市卫生学校建设的康复
照护培训中心与犹他州开设残疾人照
护培训的单位进行交流合作，促进了
晋中残疾人照护事业接轨国际先进水
平，提升了晋中市卫生学校的对外合
作开放办学能力。此次交流合作将极
大地提升晋中市卫生学校的国际化办
学水平，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晋中职业
教育“走出去”战略设想的实施。

美国犹他大学斯蒂芬·L·沃尔斯顿博士访问晋中市卫生学校

开展对外交流 深化国际合作

3月29日，左权县拐儿村水产养殖基地里，技术人员正在养殖虹鳟鱼。近年
来，该公司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清漳河段水资源优势，走出了一
条节能增效的现代养殖业发展新路。 本报记者 谢 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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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倒春寒”的防范应对措施

（二）提前防范春季果园“倒春寒”

“倒春寒”晚霜冻害天气会冻伤果树花蕾、雌蕊、花
药、幼果、叶片等器官，影响树体生长，易造成授粉不良、
落花落果，导致果园、基地减产、商品性下降等后果。

预防措施

补救措施

（1）延迟花期。一是果园早春灌溉，果树萌芽到开
花前灌水2-3次，降低地温，可延迟开花2-3天；二是树
体涂白：早春树干、主枝涂白或全树喷白，以反射阳光，减
缓树体温度上升，可推迟花芽萌动和开花2-3天。通过
延迟萌芽开花，可有效避免晚霜冻害。

（1）花期受冻要强化授粉。寒流过后要及时进行1-2
次人工授粉或蜜蜂授粉，确保授粉质量、提高坐果率。受
冻严重的果园要充分利用腋花芽结果，以弥补部分产量。

（2）幼果受冻要推迟定果。受冻果树一般下部危
害严重、上部危害轻，要注意合理留果，冻害较轻的果
园可按正常年份的疏果时间和方法进行疏果；冻害严
重的果园要见果就留、增加产量，以果压树、防止旺长，
促进花芽形成，为第二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奋进的春天里，鲜花吐蕊、万物
劲发，处处生机勃勃。在晋中国家农
高区科创基地的省部共建有机旱作
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们
正身着白大褂忙碌着。

“经过两年示范田实验，我们在
增碳沃土、高效用水、营养强化、品质
提升技术等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正深入开展土壤增碳机理、秸秆
还田对土壤蓄持水能力的影响、抗旱
剂对作物耐旱能力的调节机制等有
机旱作农业关键技术研究，提高农业
技术水平，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科
研人员黄明镜告诉记者。

3月 27日，省委书记唐登杰在太
谷区就“三农”工作进行调研时强调，
要打好我省有机旱作特色优势牌，整
合集聚各方科研资源，完善农科教产
学研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前、中、末端
适用技术推广，力争在旱作良种攻
关、农技集成创新、水土肥协同利用
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

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对推动我市
农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省

部共建有机旱作农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将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作为重要责
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遵循解决区
域问题、服务国家战略的宗旨，以科
技为支撑，以创新谋发展，秉承“绿
色、健康、生态、高效、良性循环和可
持续发展”理念，针对旱区水资源匮
乏、生态脆弱、耕地产能下降、特色
作物品质功能挖掘不够、生产效益
不高等突出问题，共同开展创新研
发，解决科学问题、攻克技术难点、
破解产业瓶颈，促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为使有机旱作农业成为我国现代
农业的重要品牌提供理论、技术和人
才支撑。

水是农业的生命之源。作为典
型的旱作农业区域，缺水是制约我市
农业发展的巨大瓶颈。怎样才能打
破靠天吃饭的困局？如何在缺水情
况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针对这一
问题，实验室创新研发了“旱作玉米
艺机一体化探墒播种抗旱保苗技术
模式”，解决了轻度春旱下玉米缺苗
断垄和中度春旱下玉米无法正常播

种出苗的难题，促进了玉米根系下
移，增强了后期抗倒伏能力，起到了
稳产增产作用。

种子质量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
有机旱作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高质量的种子。

“玉米是我市主要农作物，为了
提高玉米产量，由实验室高标准展示
基地鉴选的玉米新品种‘瑞普909’具
有高产稳产、抗病抗倒、品质优良、适
应性广、耐密植、宜机收等特点。”研
究员李永平介绍，“经过在榆次区乌
金山镇李坊有机旱作农业试验示范
基地应用，亩产可达 1065.55公斤，比
农户常规种植品种大丰亩平均增产
13.01%，是一个适宜在晋中旱塬丘陵
区种植的玉米新品种。”

为了让农业腾飞的羽翼更丰满，
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验室
成果丰硕。获批“十四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有机旱作农业耐瘠抗
逆节水增效技术模式与应用）、牵头
成立全国旱地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有
机旱作专业委员会、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
二等奖20项，国审品种12个，获神农
中华农业科技优秀创新团队奖，入选
2023 年农业农村部十大农业重大引
领性技术1项……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唐书记在
我市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突出问题和
目标导向，构建‘主体实验室——高
端中试平台——高标准展示基地’的
长链条运行架构，继续围绕水土肥资
源协同高效利用、优异种质资源挖掘
创新、绿色优质功能高效栽培三个方
向开展研究。”实验室负责人王娟玲
表示，将充分发挥与山西农业大学
（省农科院）、晋中国家农高区（科创
中心）、神农科技集团共建优势，通过
创新解决科学问题，攻克技术难点，
通过与企业合作让技术产品化落地，
通过基地展示实现成果的真正转化，
促进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最终形成
产、研、用互促，科技、经济结合，创新
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更好助力农业
农村现代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晋中国家农高区省部共建有机旱作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让农业腾飞的羽翼更丰满
本报记者 王 晶

在太谷区广袤的土地上，山西巨
鑫伟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如同
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

近日，记者走进巨鑫伟业，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大型连
栋玻璃温室和塑料大棚，阳光洒上，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育苗架上，各种
蔬菜和果树的幼苗正在茁壮成长。
步入这片绿意盎然的现代农业园区，
仿佛置身于一个神奇的植物世界。

在另一个区域，工人们正在忙碌
地进行着草莓的采摘工作。一颗颗
鲜红欲滴的草莓在绿叶的映衬下显
得格外诱人。工人们小心翼翼地采
摘着，生怕弄伤这些娇嫩的果实。空
气中弥漫着草莓的香甜气息，让人忍
不住想要品尝一口。

巨鑫伟业建有占地面积 4000 平
方米的荷兰文洛式全自动智能玻璃连
栋温室2栋、日光温室69栋、连栋拱棚
3栋、单体拱棚 26栋。园区内穴盘自

动化播种、移动苗床、喷灌滴灌系统、
水肥一体化系统、温湿度控制系统、光
照调控系统、病虫害防控系统等智能
化新技术广泛应用。

公司利用省内唯一的脱毒快繁研
发中心，组建研发团队，在进行草莓杂
交育种、脱毒育苗的同时，应用DNA
序列的种质识别、草莓病毒筛查等生
物技术，在草莓育种上取得了一系列
突破。如今，“奶油王子”“红颜少女”
已名扬晋冀辽。通过脱毒快繁与杂交
育种，培育出100余个草莓新品系，年
销售优质草莓种苗3000余万株。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巨鑫伟业对农
业科技的深入探索和实践。先进的农
业设施是巨鑫伟业科技实力的生动体
现，展示了科技引领下的农业新气象。

3月 27日，省委书记唐登杰到太
谷区就春耕备耕、农业科技创新、乡
村产业发展等进行调研时指出，种子
是农业的“芯片”，要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种
业协同创新，努力培育更多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为“中国粮”主
要用“中国种”贡献山西力量。

“唐书记的要求我们谨记在心，
始终秉承‘科技创新，服务三农’的宗
旨，紧盯国内外果蔬新品种前沿成
果，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积极实施科
技成果应用与转化。”山西巨鑫伟业
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籍浩
告诉记者，企业通过发展“数字农
业”，不断探索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移动互联、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
实现了在大田种植、设施园艺等领域
精准作业、精准控制、高质高效，极大
地提升了生产智能化、经营信息化、
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水平，成为
我省数字农业示范样板。“谷蔬源”

“思露香”“谷鑫绿”“巨鑫伟业”四大
产品品牌名扬省内外。

“唐书记的指示为我们企业的发

展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扩大种苗繁
育能力，公司建设的6380平方米的自
动化育苗车间、占地 1万平方米的连
栋拱棚已投入运营，占地2100平方米
的玫瑰加工车间已建成，目前，两项工
程将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山西巨
鑫伟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籍福保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

籍福保说，未来，将一如既往地
以“科技创新，服务三农”为宗旨，以
构建现代设施农业全方位示范引领，
服务全产业链为目标，以浙江“千万
工程”经验为对标，以搞好“两苗”（果
蔬种苗、草莓种苗）+食用玫瑰生产加
工三大产业和高素质农民培育为抓
手，努力打造农户信赖的种苗基地，
消费者放心的果蔬生产基地，食用玫
瑰全产业链发展基地，高素质农民培
养平台，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助推“千
万工程”全面推进，为农业新质生产
力发展贡献力量。

山西巨鑫伟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农业与科技齐飞 共绘丰收新画卷
本报记者 郝宇佳

（5）加热吹风。安装大功率鼓风机或“防霜机+
加热炉”的果园，大型防霜机可覆盖50亩果园、小型
防霜机可覆盖15亩果园，在安装防霜机的同时，每亩
至少配备安装4个加热炉。可在霜冻来临前，点燃加
热炉，并开启防霜机、鼓风机，通过搅动空气、增强空
气流通、及时吹散凝集的冷空气，有效预防或减轻霜
冻危害。

（3）喷施药剂提高坐果率。在初花期和盛花期喷
施“天达2116”+0.5%蔗糖水+0.2%-0.3%的硼砂，有减轻
冻害和提高坐果率的作用。

（4）快速恢复树势。花前、花后多施肥料，追施果树
专用肥或磷酸二氢钾等复合肥料，配合喷施“天达2116”，
可尽快恢复树势。

（3）喷洒药剂。在霜冻来临
前，及时给果树枝干喷洒盐水，由于
水的比热容较大，当寒流来时可有
效延缓果树枝干部位温度的下降速
度，一定程度上可减轻霜冻危害。
有条件的园区可喷防冻液，防霜效
果更好，具体为：在霜冻来临前2-3
天，对树体喷施 0.3%的磷酸二氢
钾+0.3%的尿素；或喷布芸苔素、

“天达 2116”、果上丰等营养液，可
增强树体对低温的抗性。

（4）熏烟防冻。可利用弥雾机
喷烟，也可利用燃料熏烟。用作物
秸秆、落叶或野草作燃料。里层为干
燥的柴草，中层为潮湿的野草，外面
再盖一层薄土，堆高1-1.5米，堆底直
径1.5-2米，每亩至少3-4堆。在霜
冻发生前在上风口点燃。对于-2℃
以上的轻微冻害有一定效果，如低
于-2℃，则防冻效果不明显。

（2）及时灌
水。时刻关注天
气预报，在霜冻前
1-2天对果园进
行灌水，能够减轻
霜冻的危害。

（5）病虫害防治。果树遭受晚霜冻害后，树体衰弱、
抵抗力差，容易引发灰斑病、褐斑病，请及时用甲基托布
津或多菌灵等药剂防治；若发生腐烂病，要及时刮治，涂

抹氟硅唑乳剂+丝润后用愈合剂封剂封闭闭。。

政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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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佳烨）按照市
委、市政府安排部署，3月26日至29
日，副市长李哲率部分县委书记、农
业农村（乡村振兴）局负责同志赴浙
江省学习考察“千万工程”经验。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榆次区委书记
张英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顺
县委书记许利伟参加。

考察组一行先后深入湖州市德
清县、杭州市临安区、嘉兴海宁市

“千万工程”样板村，现场观摩、座谈
交流、答疑解惑，实地学习当地在文
旅融合引领乡村振兴、打造现代新
型乡村产业业态、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李哲强调，“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
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一项重大决策，浙江农村从“一穷
二白”到“强村富民”的华丽转身，是
深入践行“以人为本、共建共享，城
乡统筹、久久为功，党建引领、群众
主体，绿色发展、双向转化，精准施
策、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学习运
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要深刻感
受和领悟其精髓要义和理念方法，
突出党建引领，坚持规划先行，大力
发展产业，改善农村面貌，创新社会
治理，切实把“真经”转化为“百乡千
村”治理行动的晋中实践。

李哲一行赴浙江学习考察“千万工程”推进
我市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讯 （记者范卓）为深化晋中
与欧洲的商务交流合作，促进企业
经贸往来，推动形成更多合作关系，
3 月 28 日至 29 日，“2024 欧洲企业山
西行——走进晋中”活动在综改区晋
中开发区成功举办。

3月 28日，由 20余家欧洲企业代
表组成的企业代表团在开发区开展系
列经贸考察，先后参观了太重集团榆
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山西凯德森建
筑科技有限公司、中鼎物流园区、山西
格盟普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晋能光
伏技术有限公司、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建投建筑产业园，详细了解晋中
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情况、投资环境
和产业优势。

3月 29 日，我市招商引资推介暨
产业交流对接会在万豪美悦国际酒店
举行，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国荣、副市长
王帮富出席并讲话，市直相关单位、开
发区区直各单位、晋中国家农高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太原理工大学相关
教授、德国山西商会主要负责人、开发
区部分企业代表参加。

李国荣指出，此次欧洲企业代表
团考察需求与晋中开发区产业布局高
度契合，希望双方在氢能装备制造、煤
炭周边产业链、中小型特钢企业开拓
市场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省商务厅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晋中开发区和德国
卡尔·杜伊斯堡中心的交流合作，为欧
洲企业在山西投资、经营、发展提供良
好的营商环境。

王帮富强调，晋中区位优势明
显、历史文化厚重、科教人才荟萃、矿
产资源丰富、产业集群集聚，充满了
发展机遇。诚邀欧洲企业家成为美
丽晋中的“城市合伙人”，成为彼此成
就的“命运共同体”。我市将不遗余
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为企业在晋中
投资发展提供便利，成为企业发展的

“金牌服务员”。
会上，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

晋中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德国卡尔·
杜伊斯堡中心北京代表处、纳德兹（北
京）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欧洲企业与开发区
企业进行了产业交流对接。

“2024欧洲企业山西行——走进晋中”活动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