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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关键之期、时间过半。
在寿阳县农村广袤田野里，随处可见
辛勤耕耘之姿、科技助农之态，绘就着
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县的美丽画卷。

现代农业发展的寿阳实践

粮食作物完成播种面积 82.05万
亩，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完成播种面积
2.2万亩，油料作物完成播种面积1300
亩，油菜完成播种面积 728 亩……仓
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
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一组组数据是
寿阳坚守底线不动摇，全面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供
给保障能力的见证。

在景尚的有机旱作农业科研创新
中心，耕地地力提升、玉米种植技术和
晾晒存储、秸秆综合利用、发展产业园
区等课题成为了今年攻关的关键，这
背后凝聚着科技助农的成果，也是现
代化农业发展的缩影。

景尚园区定位智农数字园，打好
中国农科院这张牌，围绕大田管理数
据化、全套农机智能化，“我们积极探
索‘大院大所’合作路径，与中国农科
院景尚观测站、科创中心互联共建，以
万亩数字水肥一体化园区成功申报了

‘科技小院’。”景尚乡党委副书记、乡
长王健说。

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
体，有利于要素集聚、科技集成、主体
集合、产业集群。寿阳坚定不移把农
业园区作为高效生态农业强县建设的
引擎，对景尚、平头“双园区”进行整体
开发、差异打造。“我们平头园区定位
种养结合园，与中国农大科研院所深
度合作，攻克玉米黄曲霉素、呕吐毒素
等制约玉米产业发展难题，提供‘微量
元素’小杂粮、科技大棚、药菜科普园
等技术服务。”平头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贾拴珍说。

发展现代化农业，寿阳不仅注重
科技创新，加强和农业院校、产业人才
合作，还致力于推动科学技术实用性
转化。

“依托中国农科院旱作研究团队、
‘马首农言’特聘专家等智库优势，我
们在每个乡镇选派 2至 3名科技特派
员开展服务，优先在重点和主导产业
突出的乡镇建立科技特派员服务站，
做到‘订单式’需求对接、‘菜单式’服
务供给。”寿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海平介绍道。

除了给寿阳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不断改善基础农业条件，打好科学种
田“组合拳”，也是稳步提升粮食产能
的关键所在。

在南燕竹镇南燕竹村，广袤的土
地里正上演着寿阳版的“种地吧少

年”，“点地成金”在这里成为现实。依
托“双层托管”，带动产业项目建设、农
机联盟发展、农用设备更新，实现了农
民、村集体、社会化服务组织三方合
作共赢，真正解决“谁来种地”和“如
何种地”的问题。同时，将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双层托管”结合，合理确定
建设区域、推进次序、支持重点和建设
标准，力争今年全县建成高标准农田
4万亩。

加快实施蔡庄水库供水、泉寺河
管道引水等工程，合理调剂水量；大力
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加快推进窄路基
路面公路拓宽改造工程……建设“水利
坪”、全面疏通农村“梗阻路”，随着水、
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化不断提升，寿阳现
代化农业发展的路径也愈发清晰。

聚焦有机旱作课题，寿阳县用好
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这块“金字
招牌”，精准定位旱地综合利用，不断
完善“中农院研发、省农大筛选、大企
业集成、合作社示范、小农场推广、承
包户受益”的科创体系，全力打造“华
北有机旱作农业之芯”。

产兴景美民和的寿阳篇章

今年以来，寿阳县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对农村“三治三建三评”创
建工作进行迭代升级、提标扩面，深入
开展“百里百日”攻坚行动，一幅水清
岸绿、生态优美的山水田园画在寿川
大地徐徐展开。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玉米作
为寿阳农业的压舱石，联通上下游产业
意义重大。以王村坪为中心建设1000
个以上玉米新品种对比试验基地，配套
去雄、穗烘干、分选、包衣等设备，布局
打造全省最大的育种基地；与中储粮达
成合作协议，规划建设粮食仓储产业园
项目，将全县玉米就地储存能力提升
到40万吨以上；全力支持上马饲料加
工产业，按照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
肥料化方向，加快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制种业发展提上日程、提档升
级仓储流通、打通精深加工环节，全省
首条玉米全产业链正加快破局。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项目联农带
农、闲置资源盘活、工商资本“联姻”是
关键。宗艾下洲、平舒古城、解愁安胜
等村积极盘活村集体原有办公用房、
学校、厂房、仓库，建设仓储冷库类项
目，带动集体增收 120 万元；朝阳、解
愁、羊头崖 3 个乡投公司吸引村集体
将闲置资源资产以入股形式参与运
营，让闲置资源“苏醒生金”；温家庄乡
富家沟村采取“党建+合作社+农户”
模式，实现 1400 亩土地统一托管，建
设高标准玉露香梨示范园区 670 亩，
打造百亩彩椒种植示范园，整合产业

强镇、乡村 e镇等相关政策，为特优农
产增值赋能，推动特色产业村发展。

尹灵芝镇山南村将梅花鹿园、采
摘园、中华鲟养殖园等园区串点成线，
西洛镇升级打造“潇河部落”，宗艾镇
对下洲古院落进行全方位文宣造势和
提升打造，羊头崖乡谋划“流浪山谷”
漂流项目……依托森林乡村、文旅乡
村、水美乡村打造，各乡镇找准产业发
展路径，创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打造
特色文旅项目，吸引流量变留量。

沿街的房屋错落有致、干净的道
路宽阔整洁、优美的生态心旷神怡，一
句“农村不比城里差”，凝结着全县上
下日夜攻坚推进农村“三治三建三评”
创建行动的辛勤付出。

在所有行政村建立长效保洁机制
基础上，全面铺开 260 个环境治理村
组、57个提档升级村组、8个精品示范
村组建设，高标准打造北、中、南三条
乡村振兴环线。截至目前，全县 540
个村组累计投入 24286 人次，清理整
治残垣断壁1358处，清理整治交通沿
线环境问题3712处，整治提升村容村
貌 2321 处，清理田间地头环境问题
1341处。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攻坚厕所、
污水、垃圾‘三大革命’，补齐供水、医
疗、养老‘三大短板’，不断提升人居环
境整治水平，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便利
化。”寿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
长岳东明说。

高效生态农业强县中的“效”，不
仅要有产业之效、宜居之效，更应有治
理之效。

朝阳、西洛、解愁 3个试点乡镇的
社会治理一体化指挥调度平台与党建
领航“1881”工程智慧平台联网对接，
更新完善原有的家庭、房屋、土地、就
业等基础信息，以智能助力乡村治理；
提高日间照料中心的运行管理水平，
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度，构建多形式、广
覆盖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统筹考虑
乡村治理和银发经济……完善乡村治
理的体制机制，不断激活乡村主体的
创新力量，以智慧赋能乡村善治，为乡
村发展凝聚了强大合力。

“三治三建三评”创建行动为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注入了新动能，“农业有奔头、农民
有盼头、农村有看头”正成为寿阳“三
农”工作的生动写照。

党建引领振兴的寿阳路径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在党。宗艾镇下洲村党委和沟西
村党支部举行结对帮带签约仪式，拉
开了寿阳县结对帮带的序幕。宗艾镇
党委书记李耀华说：“我们将软弱涣散

党组织整顿工作作为 2024 年基层党
建‘一号工程’，从基层治理、乡村振
兴、信访维稳‘三场战役’出发，全面实
现整顿提升解难题、出实招、开新局。”

为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今
年以来，寿阳县开展先进村党组织与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结对帮带”活动，
推动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工作见真
章、显实效，实现基层党组织之间的组
织共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遇事共
商、有难共帮，形成了“先进领跑帮带、
后进比学赶超”的工作格局。

景尚乡寺塘村党支部与市级标杆
党组织贾豹村“结对帮扶”，围绕“三治
三建三评”行动，深入推进“七个一起”
措施，推广贾豹村“656”长效保洁制
度，共同开展“脏荒乱”整治志愿服务
活动，发挥“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
众参与”协同作用，进一步提升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

景尚乡党委书记范春晖表示：“我
们充分发挥支部引领、党员带头作用，
先后发动党员群众 200 余人次，集中
清理村内主干道沿线‘六乱’150 余
处，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205份，倡
议书 500 余份，将人居环境整治纳入
村规民约，提升群众维护意识、共建美
好家园。”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工作分调
查摸底、分类评定、集中整顿、评估验
收、巩固成效五个阶段进行，自开展以
来，各乡镇坚持以“以点带面、整体提
升”为目标，把“整后”工作同改善村居
环境、培育后备力量、发展集体经济、
提升治理效能等县委中心工作和重点
任务紧密结合，取得良好成效。

“我们将坚持以‘以点带面、整体
提升’为目标，创新开展发挥‘星级头
雁’示范作用‘五个一’措施，由1名比
照乡镇事业副科享受待遇的村党组织
书记进行结对帮带，坚决做到问题不
解决、工作不脱钩，力争把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整顿这项老工作做出新成效。”
寿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希成说。

聚焦集体和农民“两个增收”目
标，抓好项目盘子谋划，加快涉农项目
建设，增强基层引领发展能力；完善考
评体系、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矛盾化
解，打造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乡
村振兴带头人队伍，增强基层善治能
力……基层党组织与广大群众联系最
直接、最广泛，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在
发展产业、加强治理、优化服务等方面
做实功、求实效，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最为坚实的保障。

扎根寿川沃土，以汗水浇灌希望、
以实干笃定前行，在稳粮保供上扛起
担当、在农业增效上蹚出路径、在共同
富裕上率先突破，寿阳将奏响建设高
效生态农业强县的时代强音。

科技强科技强““芯芯””农业新农业新 田畴沃野谱田畴沃野谱““兴兴””篇篇
—— 寿阳县寿阳县20242024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综述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讯 为了更好地完成今冬明

春的优质供热任务，确保供暖期供热
管网运行安全稳定，连日来，寿阳县城
乡建设和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充分利用
供热准备季开展“冬病夏治”工作，确
保今冬供热管网和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在县城校园路供热管网维修现
场，寿阳县城乡建设和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正组织工人进行更换焊接式球阀
作业。同时，在县城各换热站，检修人
员也对供热设备进行全面细致的维修
保养。“截至目前，69座换热站、103台
机组检修工作已完成 90%。一网、二
网200余台阀门板更换结束后开始打
压注水工作。”县城乡建设和环境卫生
服务中心市政股股长贾瑞锋说道。

“冬病夏治”工作开展以来，寿阳
县城乡建设和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抢抓
供暖维修“黄金期”，按照“应检尽检、
应修尽修”原则，对全县各热源厂锅炉
及附属设施、各换热站换热设施、一二
级管网、各类阀门等进行全面排查梳
理，针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和薄弱环
节，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内容和措
施，高质量完成“冬病夏治”工作，为群
众温暖过冬提供坚实保障。

据寿阳县城乡建设和环境卫生服
务中心副主任徐建中介绍，下一步，将
督促供热企业按时完成城区供热管网
的维修、检修，同时协调热源厂对热源
安全稳定供应，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孙凯）

寿阳县城乡建设和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冬病夏治”除隐患 “冬难夏解”保民生

本报讯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
应用，煤矿生产逐渐从“人控”向“数
控”迈进。日前，走进段王煤业数字化
控制中心，自动化中心副队长冀凯晓
正在用电脑对皮带巡检机器人进行巡
检。昔日的皮带巡检矿工，如今已经
大变样了，他们可以在地面宽敞明亮
的集中控制室，指挥着井下设备，俨然
从“黑领矿工”跃升至了“白领阶层”。

“由于原煤提升主斜井坡度大，人
工巡检困难，我们部署了联通5G无线
网络和皮带巡检机器人系统。它可以
辅助人工巡检，解决巡检不到位和检
漏现象，达到高频次的巡检效果，可将
故障信息上推到管控平台，实现主斜
井无人值守。”自动化中心副队长冀凯
晓说到。

借助皮带巡检机器人系统实现
“无人值守”还只是段王煤业加快智能
化建设的一个缩影。DCS系统是段王
煤矿超强的“工业中枢”，以“分散控
制、集中管理”为核心，促使煤矿智能
化从单系统跃升为多系统的综合集
成。它就像一支足球队，尽管每个球
员都有各自的位置和职责，但它可以
把大家团结起来，实现“赢球”。

为更好为煤矿“数”智赋能，去年
段王煤矿与华为公司展开了深度合
作，共同打造了“数据湖”，实现了全矿
数字资产的互联互通，为企业提供了
一站式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解决方案
的平台。“我们和华为合作使用华为大
数据平台，统一将所运作的企业内部
外部数据进行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和
流程管理等，提高数据的质量并实现
数据的高效开发和数据资产沉淀。”自
动化中心技术员蔡泽方说。

在与华为和中控的强强联合下，
将各生产要素、DCS系统、数据湖等通
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移动通信、自动控制等前沿技术与矿
山生产技术进行深度融合的智能综合
管控平台才是段王煤矿走向智能化的

“最强大脑”。
“段王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是我

们与华为、中控技术共同打造的智能综
合管控平台，现有54个子系统对接到
F5G万兆工业光环网，通过中控DCS自
动化控制系统实现连动控制，数据中台
完成数据采集、数据入湖，华为元图工
坊大数据平台完成数仓和上层应用开
发。”自动化中心主任耿永强说道。

在会议室里，这群平均年龄只有
26岁的年轻人，是段王煤矿专属于自己
的科研人才队伍。这支充满创新力的
团队，不仅是段王煤矿智能化建设的
中坚力量，还将为整个煤炭行业的安
全高效发展贡献宝贵的智慧与力量。

段王煤业集团公司以创新引领发
展，加强 5G技术运用，智能化矿井建
设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据段
王煤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
建光介绍，下一步，该公司将紧紧围绕
省、市、县煤矿智能化战略布局，从智
慧矿山赋能、激活升级链条、人才素
养提升等方面入手，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持续以本质安全为导向，以“华
中金”段王智能化矿井模式，引领全
国煤矿智能化发展新方向，积极培育

“同上”企业文化，以安全、高效、智能
为前提，倾力打造千万吨级煤炭能源
科技强企，奋力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孙凯 赵文彦）

山西寿阳段王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智能化改造建设 引领行业新方向

本报讯 8月7日，漫步寿阳县宗
艾镇范村，整齐笔直的街巷让人感觉
特别舒服，欢乐的笑声在新修建的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回荡，下象棋、看图
书、打台球等娱乐项目让村民们闲来
拾趣、浮生半日。

今年以来，范村坚持循序渐进、因
地制宜，在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村
治理等方面精准发力，把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落到了实处。“近年来，我
们村的变化很大，我家门口的垃圾场
改成了玉米垛晾晒场，街道每天有保
洁员打扫得干干净净，今年又建起了
文化活动中心，农忙闲下来时，我们
还能来打打球、看看书，极大地丰富
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范村村民孙巧
仙开心地说道。

在昔日的空地上，一间间农机厂
房拔地而起，购置的农机减轻了村民
的劳动强度，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
投入，促进了村集体经济效益增长。
通过农机服务项目的建设，范村全方
位补齐农业短板，助推乡村振兴。

据范村党支部书记袁爱虎介绍，
今年，该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利用上级扶持资金，打造了农机服务
项目，改造了农机存放厂房，购买了拖
拉机相关配套设施、农药植保无人机
等农业设备进行出租，实现壮大集体
经济。该项目预计每年收益5.5万元，
能够服务周边村落农业种植 2000 余
亩，同时能够提供8个就业岗位，壮大
集体经济的同时可增加村民收入。

（庞博媛 刘晓婧）

寿阳县宗艾镇范村

和美乡村展新颜 幸福生活成色足

景康现代农业园区
富家沟村彩椒种植

有机旱作农业科研创新基地百香果棚

玉米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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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王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