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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第二届山西省
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在大
同古城举行，汇聚了全省各地的特
色产业精华。其中，中国北方国际
写生基地特色产业作为展会唯一
文旅产业项目备受关注。

博览会现场，左权县突出专业
镇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集中展
示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的写生画
作、文创产品、非遗文化以及农特产
品等。活动期间，左权县开花调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表演了精彩的左权
小花戏。

展会期间，参展客商对左权写
生基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详细
了解基地的运营模式、课程设置和
接待能力，驻足欣赏展区内展示的
太行美景图片和红色文创产品。

近年来，左权县依托生态资源
优势和山村特色风貌，着力打造中
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已建成泽城、
桐峪、老井三大写生驿站，可同时接
待写生学生 2000 人，配套建设了西

安村彩塑艺术馆、泽城水彩画馆、老
井电影展馆等 12 个艺术展馆。自
2022 年 9 月 28 日正式运营以来，中
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已与 95 所高
等院校签订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还
与 120 多个国家的艺术组织、艺术
家建立合作关系、保持常态联系。
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北方片区
规模最大、配套设施最完善、接待
能力最强、合作院校最多、国际影
响力广泛的一个综合性写生基地。

据了解，此次博览会以“专业
镇，让未来更美好”为主题，旨在集
中推介和展示山西专业镇特色优势
产品和近两年来的建设成效，搭建
专业镇招商引资和开拓市场平台，
强化专业镇与省内外企业的交流合
作，招引一批投资项目，达成一批贸
易合同，提升专业镇高质量发展潜
能，为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力、提供新
支撑。

（王鑫欣）

在山西特色专业镇博览会上

左权写生基地项目成为展会亮点

本报讯 日前，财政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公示 2024 年
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
案审查结果，左权县入选试点备案
名单。

据悉，2024 年至 2026 年，财政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开
展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
旨在提升农村地区公共充换电基础
设施服务保障能力，激发试点县及周

边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积极
培育新技术新模式在农村地区的推
广应用，优化完善充换电设施支持
管理政策体系。

此次入选国家县域充换电设
施补短板试点县，补齐了左权县公
共充换电基础设施的不足，可充分
满足本区域及周边地区汽车充电
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充换电设施
支撑。 （程丽）

左权成为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

本报讯 又是一年杏子黄，硕
果压枝正飘香。这几天，左权县寒
王乡里长村的晋梅杏成熟了，纵横
成行的杏树，挂满了红黄相间的果
实，果农们忙着收获采摘，呈现出
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走 进 里 长 村 晋 梅 杏 种 植 园 ，
果农们穿梭在杏树间，熟练地采
摘着成熟的杏子。色泽鲜艳、口
感香甜的杏子装满一个个容器，
再经过筛选分级，完成包装，由果
商销往各地市场。

果商贾红军笑着说：“这里产
的杏口感特别好，耐运输，价格公
道 ，数 量 也 满 足 需 求 ，今 年 收 购
完，明年还会继续来收购。”

里长村山大坡高，光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和地理
条 件 适 宜 晋 梅 杏 的 生 长 。 近 年
来 ，在 中 国 外 文 局 的 帮 扶 下 ，村

里因地制宜 ，投资 20 万元 ，在村
北 40 余 亩 荒 地 上 发 展 晋 梅 杏 种
植。种植过程中，采取“人工+数
字 化 ”的 管 理 模 式 ，按 要 求 实 施
早 春 灌 水 、树 干 涂 白 和 湿 度 监
测，保障了杏树的顺利成长和果
实的圆润饱满。

里长村党支部书记宋向林介
绍说，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
果 树 研 究 所 专 家 依 托 省 科 技 厅

“三区”人才项目，在晋梅杏管理
关键时期提供了农药物资和技术
服务。 40 余亩，2000 余株晋梅杏
今年进入盛果期，这是果树研究
所选育的新品种，该品种果形好
看，口感甜润，耐运输，抗磨损，现
在正是晋梅杏成熟的季节，对外
销售、采摘，供不应求，欢迎大家
到里长村采摘品尝晋梅杏。

（程丽）

左权县寒王乡里长村

40余亩新品种晋梅杏喜获丰收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左权县
城区西河头村把打好垃圾分类
攻坚战作为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的重要内容，通过设置
垃圾分类亭、加强垃圾转运、强
化宣传引导等举措，探索生活
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
用的有效途径，纵深推进人居
环境整治，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

在垃圾分类亭，色彩鲜艳、
标注清晰的各类垃圾桶有序摆
放，村民们自觉地将生活中产生
的垃圾装袋，并依照指示标志投
放到相应的垃圾桶中，再由清运
车统一进行清运，真正实现了垃
圾不落地。

西河头村村委会委员李鹏
介绍，今年，该村共建了 4 个垃

圾分类亭，每天专车及时清运，
保证垃圾不落地，还有专人负
责街道清理，保证人居环境越来
越好。

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垃圾分
类顺利推进的关键。为进一步
提高村民的垃圾分类投放意识，
村里的党员干部深入商铺和农
户家中，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鼓励村民们自觉参与垃圾分
类，营造“文明在手中、环境靠大
家”的浓厚氛围。

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西河头村按照“干部+党员+群
众”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持续加
大生活垃圾管护治理力度，探索
建立垃圾分类共治共建共享新
格局，不断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 （李浩 石娜雨）

左权县城区西河头村

力推垃圾分类新风尚

军歌之父郑律成展馆
军歌之父郑律成展馆位于麻田八

路军总部纪念馆南侧，是一座集文物
征集、收藏、展示于一体的人物专题
馆。该馆系统展示了人民音乐家郑律
成 62 载革命音乐人生。

第一部分：郑律成生平介绍

本单元通过乔羽撰文并书，高度

概括了郑律成的一生，使观众能够快
速直观地了解郑律成。而乔羽书法也
成为了吸引观众的一个亮点。郑律成
年谱采用信息图表的形式展现，具有
很好的观赏美观性和信息可视性，用
精美的设计来吸引观众观看 。

第二部分：郑律成作品展

郑律成军歌系列作品有《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歌》《八路军军歌》《八路军
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等。

该部分通过数字手稿（实物原
件）、视频播放给观众以强烈的视听冲
击力，调动观众们的情绪，形成参观过
程中的第一个情绪高潮。

抗战歌曲目录展示了 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12 月，郑律成在太行山

工作期间创作的歌曲。该部分设置背
景为太行山，前景为郑律成牵马雕塑，
形成具有纪念意义的画面。

第三部分：时代歌者

以郑律成一生重要节点为素材，
讲述郑律成在韩国时期的故事、在南
京上海时期的故事、在延安时期的故
事、在朝鲜时期的故事、在抗美援朝时
期的故事、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故事
等。本部分展示了毛主席诗词手稿高
仿件、歌曲曲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歌》命令等。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调动观众们的情绪，形成参观过程中
的第二个情绪高潮。

第四部分：向前向前向前

该部分背景是 5 米宽、4 米高的
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军旗。结尾设
置观众互动区、游客可进行留言和寄
语的签名、数字纪念品的补打卡、数字
和实物明信片的投寄、实物邮折的盖
戳、文创产品的陈列、临时展示等，增
加游客互动体验效果。

左权县建立军歌之父郑律成展
馆不仅仅是纪念一位人民音乐家，更
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
血与火的历史，铭记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和解放全国的历史，铭记中国共产
党及她的优秀儿女们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英勇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
的革命精神。展馆将作为传统爱国主
义教育的载体，教育广大青少年发扬
革命传统，激励后人为中国的繁荣昌
盛而不断努力奋斗。

军歌之父郑律成展馆的落成，使
左权县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又多了一个重要阵地，也为左权的文
化建设和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
对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进一步树立左权历史文化名县的
形象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去年以来，左权县以前瞻性的
视 野 ，抢 抓“ 低 空 经 济 ”战 略 机 遇
期，大力发展低空经济，以新质生
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力
打造低空经济带动乡村振兴的左
权实践。这座承载着深厚红色文
化底蕴的革命老区，正以崭新的姿
态，向世人展示着其独特的魅力和
无限的发展潜力。

红色底蕴赋能低空经济，传承
与创新并蓄。左权县是闻名全国的
革命老区，其红色资源得天独厚。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等 150 多个
党政军机关在此长期驻扎，境内现
存红色革命遗址遗迹 269 处，被誉
为“没有围墙的抗战博物馆”。

近年来，左权县加大文旅投入，
而今，这片红色的热土正将这份厚
重的历史积淀转化为推动低空经济
发展的独特优势，通过低空经济展
现老区新貌，传承红色基因，拓宽
对外展示窗口。

自然条件与低空经济融合，绘
就“百里画廊”新图景。左权县地
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区位条件十
分优越，全县境内地貌以低丘缓坡
为主，中低山区占到全县总面积的
50%左右，相对高差在 100 米至 200
米之间，空域航线较少，常年空中
能 见 度 高 ，所 受 各 种 制 约 因 素 很
少，发展低空经济有着稳定的客流
基础和广阔的市场前景。而且，左
权县的太行风光旖旎多姿，清漳河
碧波荡漾，是八百里太行风景最美
的一段，素有“百里画廊”之美誉，
借助无人机手段，让无人机穿梭于
云雾缭绕的山峦之间，让游客换个
角度从空中领略太行山水风光，为
游客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将极大
地丰富文旅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超前布局，抢滩低空经济“新

蓝 海 ”。 面 对 低 空 经 济 的 广 阔 前
景 ，左 权 县 超 前 谋 划 、前 瞻 布 局 ，
抢滩低空经济“新蓝海”带动乡村
振 兴“ 振 翅 高 飞 ”，大 力 发 展 空 中
旅游、空中物流等新兴业态，全力
推 进 场 景 应 用 拓 展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带动全县文旅产业、乡村振兴
迈出了新步伐。以“三步走”战略
引领低空经济快速发展。

首先，通过无人机在文旅、送
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实现了低空
经济的初步破局。围绕文旅等产
业 发 展 ，推 进 无 人 机 应 用 场 景 布
局 ，培 育 低 空 经 济 新 业 态 。“ 无 人
机+观光”。左权县与深圳亿航智
能公司合作，采购全国首个获得适
航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空中的士”EH216-S，在文旅景区
投入运行。今年 5 月 1 日，5 台“空
中的士”在麻田八路军总部全面启
航。在“无人机”的带动下，仅“五
一”假期 5 天时间，麻田八路军总
部纪念馆接待游客 6 万人，拉动消
费 300 余万元。目前，左权县即将
开通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
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航线，投运
后，过去 40 分钟的车程现在 5 分钟
就可以到达，将有力促进文旅产业
的发展，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无人机+送餐”。左权县与顺
丰集团旗下丰翼科技公司合作，引
进丰翼方舟无人机，在中国北方国
际写生基地投入运营。在周边村庄
写生的学生，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下
单购买咖啡、零食、午餐、画材等物
品，由无人机进行配送。今年 5 月，
已先期开通以泽城驿站为起点，向
周边 6 个村 50 余个写生点送餐送货

的服务，周边 15 公里半径内可实现
10 分钟内送达，极大方便了偏远写
生点学生的需求，成为写生基地又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自 5 月投运以
来，已先后安全运送各类订单 1000
余单。“无人机+其他”。左权县引
进植保无人机，对全县 21 万亩核桃
树、10 万亩农作物进行农药喷洒作
业，平均每架无人机每天可喷洒面
积 500 亩，与过去人工每天喷洒 5 亩
左右相比，效率提高近百倍。利用
无人机空投苗木开展植树造林，过
去人工将树苗运到栽植地就需要几
个小时，采用无人机运输，几分钟
就能完成，同时还极大降低了安全
风险，仅去年就使用无人机荒山造
林 5 万亩。

其次，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多层次地面保障体系，为低空经济
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统筹有
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需求，加
快健全完善低空经济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构建以通用机场为枢纽、直
升机起降场为节点、无人机起降点
为末梢的多层次地面保障体系。通
用机场方面，在县城城郊 4 公里处
规划建设左权通用机场，用于服务
航空旅游、飞行培训、社会公益、通
航作业等需求，机场标准为 A1 级，
可满足一般中小型固定翼飞机的起
降需求，已被列为 2024 年省级重点
工程项目。目前，项目选址论证报
告、飞行程序设计报告等前期手续
已完成，正抓紧推进。直升机起降
点方面，左权县与山西航产集团合
作，在左权县辽阳镇西瑶村规划建
设直升机起降点，用于森林防火、
观光旅游等需求。未来将逐步扩大
直升机起降点的覆盖面，实现全县
各乡镇（城区）全覆盖，满足自然灾

害救援、医疗救护、应急处置等各
类通航需求。无人机起降点方面，
目前全县已建成载人无人机起降点
2 个、正在规划建设 5 个，覆盖全县
所有重点文旅景区。全部建成后，
全县各景区将通过无人机实现串
联，形成“空中旅游”动线，相邻景
区实现 15 分钟内送达，为游客提供
更加便捷、更多选择、更具视觉观
赏性的空中旅游新体验。

再次，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将低
空经济融入城市管理服务、居民生
活的方方面面，结合左权县产业发
展需求、城市管理服务、居民生活
实际，在无人机研学、应急救援、医
疗救护、物流运输等各方面，全面
拓展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开
创低空经济发展新局面。

空中旅游引领新风尚，乡村振
兴迈出新步伐。随着“无人机+观
光”模式的成功实践，左权县空中
旅游市场日益火爆，不仅为游客提
供了便捷、舒适的旅行体验，更成
为推动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
引擎。其中，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
地泽城、桐峪、老井片区已与 262 所
高校、295 家教育研学机构建立联
系，在省内外掀起一股左权“写生
热”；桐峪 1941 博物馆从 6 月中旬
到现在，每天接待参观团体超过 20
个，截至目前，参观人数已增至 7 万
余人；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日接
待参观团体超过 30 个 ，接待人数
达 8.6 万人。

今后，随着更多航线的开通和
基础设施的完善，左权县空中旅游
网络将更加完善，在这片充满希望
的土地上，新质生产力将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汇聚成推动县域发展的磅
礴力量。 （皇甫慧卿）

左权县

低空经济起航 乡村振兴借翼翱翔

郑律成展馆远眺郑律成展馆远眺。。 张文军张文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