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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平遥县
岳壁乡梁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立足资源禀赋，整合多方力
量，狠抓干部队伍，从“突出党建
引领、打造人居环境、做优特色产
业”三方面强力推进，通过三产融
合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打造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突出党建赋能，打好基层治
理“组合拳”。固本强基，推进队
伍建设。梁村通过推行党员积分
制管理，聚焦“政治过硬、纪律过
硬、品德过硬、能力过硬”，科学设
置党员量化积分内容和标准，统
筹推进党组织书记和党员队伍建
设，推动党员干部参与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等中心工作，通过月
考、季评、年述职的方式，用“小积
分”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大能
量”。示范引领，发挥带头作用。
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助
推乡村振兴、持续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等工作中，创新“村集体出工
记工+村便民工程队务工工资”
机制，村“两委”干部在参与村级
事务管理的同时，加入到便民工
程队中，带领群众提供劳务输出，
真正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
人。强化管理，夯实基础工作。
民主议事执行到位，规范村级三
资管理制度，持续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严格执
行“四议两公开”及三务公开，真
正让村级组织规范化运行、透明
化办公。

共建宜居乡村，答好人居环
境“满分卷”。大力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完成湿地公园周边环
境整治，扎实推进街巷道路、房前
屋后等综合环境治理。截至目
前，累计出动机具36台，治理“六
乱”41处、清理垃圾230吨。坚持
问题导向，全面高效完成督导组
各类卫生反馈问题整改50余处，
拆除植物园及村内违建 5 处，复
垦耕地7.7亩。建立梁村卫生保
洁长效机制，更换精干保洁队伍，
每月 1 日、15 日由党总支书记亲
自带领村“两委”成员、小组长和
入党积极分子，投入到人居环境
整治中。同时，动员社会力量筹
资30余万元购买3辆保洁机具，
筹资安装监控90个、太阳能路灯100盏。

做优特色产业，绘就强村富民“新蓝图”。突出资源整合
提效。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流转村民口粮地138亩、集
体机动地155亩，承包给城乡融合公司打造特色农业观光园
项目。探索特优产品新路径，带动村民种植富硒水稻、土豆、
莲藕、油葵等特色农作物。强化产业发展提升。梁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投资8万余元购买割草机、插秧机、旋耕机等机具，
通过租赁给城乡融合公司，用于服务特色农业观光园区；依托
梁村便民修缮队，提供劳务输出，组织本村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助力农民增收100余万元。推动项目建设提质。通过自
愿有偿退出的方式，将梁村东和堡10亩20处闲置古院落全部
收归村集体，统一流转给城乡融合公司，实施传统村落梁村东
和堡遗址保护及环境整治项目，打造集民俗展览、餐饮住宿、
非遗体验等多功能综合服务区。

下一步，梁村将强化示范引领，推进村容村貌持续优化提
升，深入推动三产融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群众幸福“增颜
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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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平遥县杜家庄乡西凤落村的红薯地里，开垄
机器在田野穿梭，一个个色泽鲜亮、体态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村
民们笑容满面，忙着捡薯、去泥、装箱、过秤。

“今年的收成好，平均亩产达 5000多斤。这些车都是来收红
薯的，一亩红薯大约能卖五六千块钱……”西凤落村种植户杜积宏
满脸丰收的喜悦。

品质上乘，销售不愁。杜家庄乡的红薯品种多样、口感细腻甜
糯，深受老百姓欢迎。一到成熟季节，周边客商蜂拥而至，订单不
断。“这里的红薯又绵又甜，我们已经收了很多年了，收完以后去汾
阳、介休、孝义售卖，一天就都卖了，从中秋到现在已经卖了3万斤
了。”客商刘广红对杜家庄乡产的红薯赞不绝口。

杜家庄乡有4.9万余亩耕地，其中有近万亩是砂壤土地，适宜
种植红薯。近年来，杜家庄乡大力发展红薯种植产业，不仅为种植
户增加了收入，还为周边农户提供了季节性就业的好机会。“到了
丰收的季节，人们在家里也没什么活干，就会出来打份工，给家里
添点收入，一天能挣百八十块钱。”西凤落村村民闫海琴说道。

近年来，杜家庄乡积极引进新品种，提升红薯品质，帮助种植
户搭乘电商快车，拓展销售渠道，让农民丰产又丰收。

“我们通过拍摄红薯丰收的短视频，吸引了县城周围以及省内
外的群众采购红薯，在组织村民做好红薯采收工作的同时，我们还
积极与周边的商超进行对接，把我们的红薯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让
更多村民看到致富曙光。”西凤落村到村工作大学生张转说道。

如今，杜家庄乡的红薯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全乡积极推动规
模化种植，加快品种改良，加强精心管护，不断提高红薯产量和品
质，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平遥县杜家庄乡

红薯丰收满田垄 增收致富新希望

本报讯 近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摄影作品邀请展暨平遥国际摄影
大展姑苏巡展”在苏州市姑苏区正式启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摄影作品
邀请展以“名城记忆：历史文化的光影留存”为主题，分姑苏街巷、平遥城墙、温
州山水、潮州民俗、大理美食、丽江非遗六大板块，展出 1000余幅作品，充分展
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公众对古城保护的热情和关注。

为加强文化交流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宣传推广，通过更多优秀摄影作品提
高公众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认识和支持，平遥、大理、潮州、温州、苏州等地作
为首批成员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摄影联盟。开幕式上，还播放了

《最江南》《怡然见晋中》《世界的平遥》宣传片。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姑苏巡展是2024第24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继9月底吉林抚

松巡展之后在南方城市首次巡展，通过“线上数字展”和集中展示的形式，共展出来
自国内外知名摄影师的精选作品300余幅，“平遥源·怡然欢乐谷”等优秀摄影作品
也应邀展出。

据了解，“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摄影作品邀请展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姑苏
巡展”由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政府、晋中市平遥县人民政府、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联合主办，苏州市摄影家协会、苏州市姑苏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太原新晋
商联盟文化大展有限公司协办，展览为期一个月。其间，还将举办姑苏、平遥非
遗市集，现场推介宣纸烙画、盘扣制作技艺、苏州缂丝、泥塑、苏州瓷印等姑苏代
表性非遗项目和平遥“非遗双宝”——平遥牛肉和平遥推光漆器，为大家展示文
化互鉴的新魅力、解锁文旅融合新体验。

光影绘名城 匠心传文化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优秀摄影作品邀请展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姑苏巡展开幕

本报讯 富硒农产品、梁村大米、宝塔山珍……
国庆期间，在平遥县岳壁乡平遥源·源池稻田的助农
集市上，各种绿色、健康农特产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
足围观、品鉴、购买。

平遥源·怡然欢乐谷涵盖惠济省级湿地公园（梁
村植物园）以及梁村、西源祠村等多个国家级、省级
传统村落，主要区域内自然风光秀美、古村古堡集
中、人文历史厚重。2023 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平遥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有限公司立
足本地资源禀赋，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了
一系列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和研学课
程。游客们可以在公园乘坐小火车饱览田园风光，
在营地里享受露营乐趣，在稻花香中了解水稻的前
世今生，在打谷场上推石碾碾米，体验劳作的艰辛。

“今天我了解了水稻的一生，知道了稻谷是怎
么变成米饭的。我还知道了种子的结构，看到了
农民伯伯辛苦劳动的成果，还割了一次水稻，感
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下次还想再来稻田里参观
学习别的关于稻谷的知识。”研学学生梁渃菡收
获满满。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总跟孩子说耕
种不易，不能浪费，但唯有亲身体验才能让孩子们有
更好的体会。大自然是孩子们最好的课堂，我们要
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去感受自然之美，让孩子们真
正地体验城市中的稀缺资源。”研学机构老师廉浩
说道。

为了让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学习更多
的课外知识，平遥源·源池稻田内专门打造了水稻研

学基地，涵盖农学课堂、插秧、田间除草、水稻收割、
脱粒、碾米等多项活动，以及古村落参观学习、传统
文化学习，还包括植物拓染、手工磨豆腐等手工研学
内容。

平遥源·怡然欢乐谷项目打造了乡村发展的新引
擎，是平遥县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益探索。近年
来，平遥县始终将“项目运营可持续、带动农户可增
收”作为重要目标。城乡融合公司借鉴先进经验，布
局多元业态，提升项目运营能力，实现引流、运转、盈
利的良性循环。平遥源·怡然欢乐谷项目不仅为游客
们带来了欢乐与收获，更为平遥县的乡村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未来，随着项目的不断完善与升级，平遥
源·怡然欢乐谷将会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诗和远方”，
为平遥县的全面振兴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平遥源·怡然欢乐谷 乡村发展新引擎

研学机构老师正在向学生讲授稻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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