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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祁县深入学
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六县
建设”总要求，坚持塑形当先、铸魂为
要，使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不
断凸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不断提升。

聚焦“业兴”，坚持“一村一品”。
峪口乡坚持多元发展，以苹果产业为
主导，以光伏和牛居食用菌基地建设
为补充，充分发挥“峪口苹果”地理标
志通过省级认证的文化优势和峪口
苹果脆片获得第八届中国（山西）特
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农产品金奖契
机，重点在苹果更新换代、苹果产业
链延伸、扩大影响力上做文章，拉动
苹果产业发展。来远镇坚持党建引
领，“量身定制”特色产业，通过发展
小米种植、林下经济、古村落开发、豆
腐加工、风光新能源和乡村旅游等，
着力构建“一村一品”产业格局，力争
实现“打造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群众、
带动一方经济”。

聚焦“民富”，坚持“一村一策”。
昭馀镇探索丰泽、北谷丰、梁兴庄三

村联建集体经济项目，突破村域限
制、资源分散难题，催生“1+1+1>3”
的叠加效应，走出“党建领航、资源共
享、抱团发展”的党建赋能乡村振兴
新路子。城赵镇围绕粮牛菜梨“特”

“优”农业，通过土地“双层托管”、连
片种植、发展种养加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和“观光农业+休闲康养+乡村旅
游”产业，形成“村集体+农户+农业
合作社+第三方资本”合作矩阵，实
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和集体
双增收。同时，精心打造修善梨花品
牌，吸引游客 5 万人次，村集体增收
10万元。

聚焦“村美”，坚持“一村一方”。
东观镇以“一拆三清一改一管护”为
主要内容，持续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全面推进“支书总抓、干部包街、党员
包户”网格化体系，持续完善“七改三
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口袋公
园”“见缝插绿”等积极推动小微绿地
建设。贾令镇将环境整治作为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切入点和重
头戏，以“三查”（即自查、互查、督查）

方式加压推进，各行政村每周自查卫
生整治点，每周随机分配行政村结对
互查，由镇纪委、农综办、乡村振兴办
公室、环保、环卫组成联合督查组，以

“四不两直”的方式进行明察暗访，务
求实效。截至目前，各村累计出动人
员 1800 余人次、工具车 425 辆次，清
运垃圾1200余吨。

聚焦“人和”，坚持“一村一治”。
古县镇深入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深化村党组织书
记星级评定，加强无职党员培训和流
动党员管理，不断完善村规民约，持
续开展“最美家庭”、身边好人、好媳
妇好婆婆评选，促进乡风文明、治理
增效。东观镇以“领头雁工程”“书记
工程”为抓手，以农村党建工作“示范
创争”行动为突破口，依托“一堡垒五
中心”建设，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接
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打造
一批乡村党建治理品牌示范村，发挥
好“党建+”品牌力量，切实变“要我
治理”为“我要治理”。

（程美玲）

祁 县

走好乡村“兴富美和”之路

本报讯 连日来，祁县峪口乡认
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

“五大峪口”发展目标，以环境整治为
切入点、产业发展为硬支撑、乡村治
理为重头戏，认真谋划，汇聚起践行

“千万工程”经验的强大合力。
一村一景，在村庄整治、提升环

境上下功夫。精心安排，统一部署。
全乡 11 个行政村定好时间节点，迅
速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包村领
导下村指导，乡村两级干部协同配
合，明确整治重点、治理时限，并由
观摩组对整治效果进行评比。通过
对标先进、寻找不足、反思自身，总
结出中梁村“包街制度”增强责任意
识、峪口村重点发挥脱贫户作用，改

善村容村貌的同时促进脱贫户增收
等好经验、好做法。截至目前，各村
共出动人力 270 人次、车辆 120 车
次；共清理废弃建筑垃圾 45立方米；
整治修复路面 9000 平方米；整治残
垣断壁 450 平方米；墙面美化 6150
平方米；街道绿化 2165平方米；清理
生活垃圾 1040 立方米；清理树枝秸
秆 1160 平方米；清理河道沟渠 1860
米等。

一村一业，在发展产业、农民致
富上下功夫。近日，峪口乡以“引进
来、走出去”的方式，组织村“两委”
主干及种植大户赴山西三郝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实地参观学习，成
功引进山西泓岭养殖有限公司，在

王家岭村投资 60余万元建设高标准
果园，引进新品种“瑞雪、瑞香红”果
树苗 3000 余株，并在陕西果树专家
郭连成教授的指导下，为“峪口苹果”
把脉问诊。

一村一策，在乡风文明、提升农
民素质上下功夫。坚持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一起抓，细化各村村规民
约，在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上做文章，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

“最美家庭”评比，发挥先进示范作
用，共评选星级文明户 968 户、县级

“最美家庭”4户、市级文明家庭1户，
激励村民在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中
塑造新时代新农村的新风尚。

（赵培渊）

祁县峪口乡

绘 就 美 丽 乡 村 新 画 卷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进一步提升村容村貌，今
年以来，祁县贾令镇始终把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扎实
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助
力村容村貌出新彩、亮新颜。

用心写好学以致用的“内化篇
章”。为学习好、运用好“千万工程”
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贾令镇结
合县域实际情况，召开专题学习会，
研究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的启示和
经验，并明确职责、细化任务，聚焦
重点区域、突出问题，找准短板弱
项，以村为单位，扎实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行动，确保
人居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用情写好服务人民的“深化篇
章”。村“两委”干部带头，积极发动

党员、群众共同参与治理。在大街
小巷，集中清理房前屋后、大街小
巷、沟渠等卫生死角；发动农户及时
清理房前屋后生活垃圾，整理庭院
杂物，整齐堆放生产工具、生活用
品、农用物资等，做到村容村貌干
净、整洁、有序，营造舒适美观、整
洁有序的乡村新风貌；充分利用

“大喇叭”、微信群等媒介进行线上
线下多渠道持续宣传，营造“人人关
注环境，时时维护卫生”齐抓共管的
浓厚氛围；村干部、网格员入户宣
传，进一步提升村民的环境卫生意
识，激发干部群众整治人居环境的
内生动力，推动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长效保持。

用力写好持续改进的“细化篇
章”。为确保人居环境治理成效真
正落到实处，贾令镇组织到村工作

大学生汇报整治方案及取得成效，
并进行点评，指出优缺点、工作开展
的重点，通过“自查+互查”的方式，
切实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
上台阶、再提档次。

实施人居环境治理工程，突出
乡村文旅特色。分类施策、对症下
药。旅游路沿线的 3个村开展“一条
线”整治提升，将昌源河沿线道路两
旁、沟渠等区域进行环境卫生大整
治，擦亮旅游门户名片。

下一步，贾令镇将持续加大人
居环境整治力度，联动各方积极力
量，重整治、善管护、见长效，让人
居环境由“一时美”变为“时时美”，
让乡风文明与人居环境同频共振，
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奠定坚实
基础。

（刘晨溶）

祁县贾令镇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持 续 发 力

本报讯 5 月 9 日，在祁县韩家庄
村玉米有机旱作百亩示范田，农机旋
转、起垄、施肥、铺滴灌、覆膜、播种、封
土、镇压、打除草剂……试验播种工作
正在进行。

今年，祁县玉米示范种植工作以
农业提质、增效、可持续为方向，聚焦
水肥药高效利用，建设玉米示范基地
4 个，主要实施密植、膜下滴灌、秋
翻、青贮、黄贮、打破地垄、沤粪等措
施，与常规种植模式相比，实行标准

化生产，加快推广高产多抗品种、精
准播种、玉米合理密植技术和病虫害
绿色防控、全程机械化等技术，促进
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提高
化肥农药使用率，进一步带动农业生
产方式转变。

为开展好此项工作，祁县农业农
村局组建工作专班，抽调8名中高级农
艺师组成4个试验小组，在西六支农业
开发专业合作社、润民种植专业合作
社、城赵镇韩家庄村、古县镇申村开展

试验工作，实施面积达 400亩；制定试
验方案，聘请农大教授，召开技术研
讨，在出台《祁县2024年玉米示范种植
方案》的基础上，细划制定试验小组具
体实施方案；积极开展试验工作，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地块，设计试
验田播种示意图，及早与合作社合作
播种。截至目前，3个小组试验田已完
成玉米播种工作，1个小组播种工作已
接近尾声。

（郝文隽）

祁县开展 2024 年玉米示范种植工作

初夏的鹭城，温暖恬静、芳香四
溢。5月10日，2024中国厦门国际茶产
业（春季）博览会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开幕。本次展会重磅推出“朴散为器·
自然美好”主题特展，从非遗匠心到现
代科技，氲氤出人器心语、茶器妙趣。

用精致的玻璃器皿泡一壶好茶，
在春天里相约。形式各异、风味十足
的千余祁县玻璃器皿震撼登“鹭”，让
大家大饱眼福。近年来，祁县玻璃器
皿组团亮相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成
都等地，这次厦门的“以茶相会”之行，
让鹭城市民真切感受“匠心粹韵·玻璃
品茗”的无限魅力。

玻璃茶具亮相

273 平方米的“祁县玻璃器皿产
业展厅”，集中展示了精品茶具、把手
杯、水具、茶台摆件、花瓶、煮茶壶、茶
罐等人工吹制玻璃器皿四大类千余款
产品。展架上荧光流转，展位旁人头
攒动，询价声、介绍声此起彼伏。大
华、喜福来、喜尊、匠川社、罗兰多、心
悦等 13 户参展企业的产品在祁县玻
璃器皿展区精彩亮相。

茗茶有道，器物有德，茶器相宜，
寄情于中。晶莹剔透、绚丽多姿的玻
璃茶具引人驻足……

“真水当当，这个茶具泡茶很好
用。”一位福建本地茶商端起喜尊设计
的茶具爱不释手，“绿茶适合直筒型
无把杯观形、红茶适合英式玻璃茶具
品韵、功夫茶适合玻璃套装茶具展
示、老白茶适合耐高温的高硼硅茶具
煮制……”参展的玻璃器皿企业销售
人员向咨询者介绍。

山西喜尊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创
新设计为突破，在玻璃器皿产品研发、
外观设计、产品包装等环节植入创意
设计元素，首创套皮工艺，即在无色透
明的玻璃表面，均匀地加上各种彩色
玻璃或乳白玻璃制成的玻璃制品。相
当于两个杯子组合在一起，产品通过
人工刻花工匠雕刻后更加展现工艺品
的魅力，深受展商喜爱。开展一个小
时，喜尊已销售200套茶具，达成合作
意向8万元。

祁县匠川社玻璃器皿有限公司的
纯手工制作“满江红水晶茶盘”，既是实
用器也可做摆件。《满江红》全文跃然而
上，水晶料的通透与手工雕刻的结合，
正如国人纯粹又蕴含思想的文化气息。

祁县心悦玻璃器皿有限公司的
“盖碗套”，将陶瓷和玻璃相融合，杯盖
由工匠手工绘制饕餮纹图案，彰显庄
严、凝重而神秘的艺术特色，完美演绎
了传统文化与玻璃、陶瓷的完美结合。

香茗与雅器

说起祁县的“器物”，远有仰韶文
化时期的梁村遗址彩陶、红陶、灰陶等
实用器遗存；近有 300 年前茶叶随晋
商而出、玻璃随晋商而入产生的玻璃
器皿。历经 5000 余年的中国器物之
美从祁县跨越山海遍及世界。

“茶源于中国，盛行世界。茶文化
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晋商万里
茶路起点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中心
点在山西祁县昭馀古城，终点在俄罗
斯圣彼得堡，这条绵延1.3万公里由先
辈晋商巨贾筚路蓝缕蹚出的贸易通
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不仅紧密了国内各省市的经贸合作，
更续写着沿线国家的友好新佳话。”中
国商业史学会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田建说道。

2014年11月，福建省武夷山市与
祁县缔结友好城市。

2019年3月，由国家文物局批准，
福建、山西和其他兄弟省份携手推动
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共同将万里茶道申遗正式
上升到国家层面。

2020年8月，“弘扬晋商精神 重
走万里茶路”大型采访报道活动从山
西祁县启动，以福建武夷山市为首站，
遍经 8 个省份，拓展先辈格局与商贸
版图。

田建说，万里茶路是晋商之路。
玻璃器皿随着茶叶贸易来到祁县，历
代工匠传承、创新把玻璃器皿做成了
祁县特产。中国玻璃器皿之都、“一带
一路”中小企业特色产业合作区等“金
字招牌”，聚合了沿线国家和城市在人
文、旅游、经贸等领域的新机遇。祁县
玻璃源起于茶，但远不止于茶。

产业集聚与先发优势

祁县是个内陆小城，在这个千帆
竞发的新发展阶段，玻璃器皿被列入
山西省首批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予以
培育，依靠的是百年发展形成的工艺
技术领先、产业链条完整、市场前景广
阔的产业集群。祁县以 56 户玻璃器
皿生产企业为带动，集聚了包装、运
输、描金、手绘、模具、烤花、原辅材料
供应等 230户上下游企业，容纳了 2.5
万余名从业人员，产能达 23.4 万吨/
年，产品包括 10 大系列 8000 多个品
种，远销欧美市场为主的86个国家和
地区，全链条产业集聚优势让祁县产
出的人工吹制玻璃器皿产量约占全国
人工吹制玻璃器皿总量的 60%，人工
吹制高脚杯产量约占全国人工吹制高
脚杯总量的80%以上。

近年来，祁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紧抓“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
遇，高度重视专业镇建设，深刻领会
省、市战略意图，把玻璃器皿专业镇作
为“一号工程”推进。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
祁县投资 1000 万元完成国家玻璃器
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迁建提质工
程；起草并发布《玻璃冰桶》《玻璃方
缸》《玻璃分酒器》等 21项团体标准，
参与制定《发光二级管照明用玻璃管》

《玻璃仪器光学均匀性测试方法与分
级》两项国家标准，积极申报《玻璃醒
酒器》行业标准。2023年，为全国 323
家企业提供474次检测服务。

在专利申请方面，目前全县玻璃
器皿产业拥有各种专利 329 个，其中
有效发明专利 6个、实用新型专利 21
个、外观设计专利302个。与此同时，
祁县人民检察院成立玻璃器皿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县司法局对玻璃器皿企
业开展“法治体检”……

借助特色专业镇建设的载体和平
台，祁县以“快人一步”的举措凝聚起
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打开全方位高
质量转型发展、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的大门。

品牌战略与比较优势

在祁县喜福来玻璃器皿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机声隆隆，工人们正在生
产线上井然有序地作业。喜福来是目
前全省唯一专注于高硼硅玻璃器皿规
模化生产的企业。

祁县喜福来玻璃器皿有限公司经
理刘降平介绍，今年新建的 26 吨/日
高硼硅机制玻璃器皿压吹生产线建设
项目投产达效后，可新增销售收入
3000万元，上缴利税250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 120 个，再填祁县高硼硅压吹

机制玻璃器皿生产空白。
据了解，祁县56个家玻璃器皿制

造企业均可制作茶具，而主要应用于
玻璃茶具的高硼硅玻璃器皿自动生产
线达5条。

近年来，祁县实施“人机并举”战
略，在加快实施机制生产、扩大产值规
模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人工吹制优
势，鼓励和引导企业走定制化、高端
化、品牌化发展之路。目前，全县玻璃
行业已注册商标 229 个，拥有中国驰
名商标2个（大华、宏艺）、山西省著名
商标3个（大华、宏艺、红海），打造“山
西精品”公用品牌 1 个。东玉公司

“baer”品牌产品深受国内市场欢迎，
占全国中高档酒店用品市场的50%以
上；喜尊公司“凯洛诗”品牌被瑞丽杂
志评为十大“轻奢品牌”；耀华公司“福
禄长久”玻璃分酒器获得2023年度美
国缪斯（MUSE）产品设计金奖；御膳
堂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念杯”“悟空杯”

“冰露茶具”等爆款产品，深受国内外
市场认可。帝豪、贝尔、海贝思等品牌
也被国内市场熟知。祁县玻璃器皿

“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
品牌矩阵正在极速延展。

茶香也怕巷子深。祁县玻璃器皿
产业屡获殊荣，中国玻璃器皿之都、

“一带一路”（祁县）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合作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山西
省十大省级重点专业镇……产品荣登
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亮相外交部
蓝厅推介，特供 2022 年卡塔尔世界
杯、北京冬奥会。祁县玻璃器皿工匠
多次荣获全国劳模、非遗传承人、工艺
美术大师称号。一项项荣誉，无不彰
显着祁县玻璃器皿产业在技术、市场、
人才、科技研发、标准制定等方面取得
的丰硕佳绩。

创新战略与长期优势

“我们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的元素融入玻璃器皿产品中，
使产品更具特色。产品成本优势让我
们更具竞争力，但玻璃器皿工匠对工
艺的不断探索创新，才是我们最核心
的竞争力。”祁县县委书记李军说。

祁县坚持把创新作为推动玻璃器
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
提升原材料配比、熔炼技术等能力，推
动玻璃产业工艺拔高、产品创新。

山西大华玻璃旗下的格拉斯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从吸收国外先进工
艺、设备技术并进行改造、提升，到自
主研发新型工艺、设备技术，再到自主
研发全国领先的新型工艺、设备技术，
走出了祁县玻璃产业装备制造的新路
子。公司段树盛团队设计、研发的浮
雕机、光谱共焦测厚仪、超快激光精密
加工设备等 40 多种非标自动化行业
设备，极大地改进了生产工艺，提高了
生产效率，在生产线上均已成功应用，
为祁县玻璃器皿自动化生产往前推进
了一大步。

山西东玉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聘请
科研单位设计师，汇集了数千个玻璃
水杯使用者手掌的数据和手握的力
度，从中分析出共性数据和个性数据，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人体工程学，
精密设计出适合大多数人一手掌握的
新型专利产品，成为公司冲刺中高端
市场的制胜法宝。

祁县玻璃器皿产业集群通过创新
研发走在行业前沿，聚力锻造新质生
产力，让“祁县玻璃”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站稳脚跟、勇立潮头。

（刘锋 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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