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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年以来，灵

石县锚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这一战略目标，持续发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提升全
县粮食生产能力，为农业生产
现代化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夏门镇曲村，广袤的田
野上，高标准农田建设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勾勒出一幅生机
勃勃的现代农业新画卷。一眼
望去，曾经零散、不规整的土
地，如今已变成规整平坦、覆着
肥沃黄土的连片田块，在阳光
下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晋中市守正土地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董佳幸说：“夏门镇曲
村片区，田块整治 780亩，农田
地力提升 780亩，田间道路 1.9
公里。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小地变为大地，田块更
加平整，田间道路变得平坦宽
阔，使拖拉机、三轮车农作更加
高效，从而使得农作物种植得
到保障，农民收入增加。”

灵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队副队长李彦君说：“建设过程
中，我们突出全过程监管，在
规范管理、资金投入、建后管
护、撂荒整治等方面持续发
力，持续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质增效。”

在王禹乡刘家掌村，每一
个地块都经过精细的设计和施
工，农田防护坝坚实矗立，抵御
着水土流失；田间道路宽阔平
坦，为农机作业提供了便利。

刘家掌村村民刘俊明说：
“这地改造以后农机具都好进
了，地也好耕了，这次高标准
农田改造，给我们农民带来
了实惠，解决了我们原来耕地
出行难的问题，坡地都整成平
地，小地变成了大地，田间道
路也给推好了，地也造好了，感
谢这样的好政策！”

据了解，灵石县将高标准
农 田 新 建 与 改 造 提 升 列 为
2024 年社会民生类重点项目，新建 5500 亩，改造提升 7500
亩，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晋中市守正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实施。新建项目涵盖田块整治、地力提升与道路建设，分
布于两渡、坛镇、静升、交口、王禹、段纯、夏门 7个乡镇；改造
项目在梁家墕、王禹、夏门、南关4个乡镇实施，新增灌溉排水
工程。目前已完成5000亩建设任务，石膏山水库仁义河灌溉
片区2.1公里引水渠竣工，为南关镇南河片区农田灌溉与丰收
筑牢根基。

李彦君说：“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方面，我们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相关工作精神，针对
灵石县农业‘种植成本高、土地产出量低、务农不赚钱’这一实
际问题，立足县情农情，紧扣‘缺什么补什么’原则，坚持以人
为本，尊重群众意愿，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规划建设什么，全
力把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成为兴农、富农的‘民心工程’。”

（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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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 年，灵石县坚持把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的“先手棋”，聚焦垃圾清扫、收
集、运输等重点环节，通过五域综合治理、
垃圾不落地、农村生活垃圾全域清洁直运
3次改革，初步探索出一条生活垃圾“村普
扫、定点收、县直运、资源化处理”的全流
程管理模式，全县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乡村人居环境绘出崭新画卷。每天
早上 7时起，一辆辆垃圾清运车都会准时
出现在灵石县的街道、农村、企业，这些垃
圾运输车就像“公交车”一样，每天定时、
定点、定线地将垃圾“带回家”，分类好的
垃圾在固定站点等候“上车”，最终送往垃
圾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

翠峰镇北王中村党总支委员袁灵红
说：“为构建起‘常态普扫+垃圾直运+高
效转运’垃圾治理体系，全村共设置垃圾
转运点6处、配备普扫员7名、转运员2名，
采取‘人工内部转运+四轮车流动转运’方
式，确保农村垃圾得到及时处理。”

2024年，灵石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探索实施了“村普扫—定点收—县
直运—资源化处理”垃圾直收直运全流程
管理模式，在拓展深化五域综合治理、垃
圾不落地的基础上，深度定制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日直运垃圾比改革前增
加了近 84%，有效确保了农村生活垃圾应
收尽收不落地。

全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工
作。2024年6月4日，灵石县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行农村生活垃圾清
洁直运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推行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
工作，主要内容是结合当前“一拆三清一
改”重点工作，将先前“村清扫、镇收集、县
转运”模式，调整为“村普扫、定点收、县直
运”模式，将农村清扫保洁范围扩大至全
域，通过科学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由恒
益环卫公司配齐配足全封闭压缩式垃圾
车，以固定路线、固定频次，将农村生活
垃圾直接从各收集点运送至垃圾焚烧发
电厂，进一步优化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常治长效，助
力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全县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工作启
动以后，各乡镇迅速行动，相关部门通力
配合，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效率全面提速，
标志着全县农村生活垃圾从粗放式清收
转入全域化清扫、精细化收集、快速化运
输阶段。

背街小巷整治一直是乡村环境卫生
管理的重要内容，静升镇尹方村作为全县

“十乡百村”示范创建行动 83个提档升级
村之一，按照灵石县《农村生活垃圾清洁
直运工作方案》要求，加大了清扫保洁区
域，把过去的“只扫主街、不扫小巷”变为
现在“村域全扫、巡回保洁”，彻底消除了
区域死角。

尹方村村委会委员曹海亮说：“自从
实行‘村普扫’以后，我们把这块区域划
分责任到人，要求各保洁员每日对责任
区域进行一次全覆盖普扫，完成以后再
进行 8小时巡回保洁，通过这样行之有效
的措施，实现生活垃圾应收尽收，做到日
产日清。”

“村普扫”完成后开展“定点收”，各村
根据人口数量、交通条件、地形地貌、居住
密度等因素设置固定收集点位，既要方便
居民投放，还要方便垃圾运输。保洁员普
扫后将生活垃圾收集至这些固定收集点，
并由各村委会负责点位日常运行及专人
管理，把以往“自主投放”变为现在的“集
中收集”。

曹海亮说：“我们村通过‘撤桶并点’
行动，撤销沿街可视范围内的‘其他垃圾
桶’，由原先分散布置的59个垃圾桶（池），
合并为 9处垃圾点，杜绝了垃圾桶游街现
象，切断道路环境卫生污染源头，在提升
规范管理水平的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垃圾
点的收运效率。”

此外，灵石县作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
产煤大县，为有效规范垃圾管理处置，此
次直运改革将企业和农村统筹考虑，153
户规上企业和 192个行政村全部纳入“县
一次直运”体系，由恒益环卫公司全权负
责、微利运行，在企业生产区、生活区和办
公区设置垃圾固定收集点位 380个，确保
各类垃圾全收集、全直运。

山西宏源富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园区
主管温红霞说：“以前我们公司处理垃圾
不仅费时还费力，垃圾堆放的时间还长，
一年光找第三方公司处理垃圾就得花费
十几万元，自从恒益公司统一负责清运垃
圾以后，不仅清运及时，而且费用不到以
前的一半，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环境。”

全面运行“村普扫、定点收、县直运”
模式。全面铺开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
工作，核心就是将先前“村清扫、镇收集、
县转运”模式调整为“村普扫、定点收、县
直运”模式，解决“此村垃圾倒入彼村，倒
入路旁、河道等公共区域”的问题，不仅实
现了农村全域清扫保洁，也规范了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和集中收集，从机制上减轻了

“二次分拣”压力，通过直运从流程上、设
备上避免了运输途中乱倒、垃圾跑冒滴漏
等“二次污染”问题，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效
率全面提速。

灵石县恒益环卫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直运队队长任耀明说：“我们公司将830个
固定收集点位全部纳入‘直运’范围，以乡

镇为单元，就近统筹、串点成线，综合考虑
垃圾收集点位分布、日产量和现有运力，
科学规划直运线路26条，每条线配备1台
垃圾车、1名司机和 1名跟车工，每天将垃
圾直运至鑫和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无害
化处理。”

户下垃圾处理一直都是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难题，两渡镇军营坊村为每家每
户配备了专用的生活垃圾桶，呼吁大家积
极配合正确使用，家门口的垃圾桶，从源
头上保障了村子里生活垃圾的全收集。

军营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景万龙说：“全县启动垃圾直运工作以来，
我们及时召开了四议两公开，按区域、定
点位、定人员的工作安排，把全村分为3个
组，同时为每家每户配备了专用生活垃圾
桶。另外还有 3个转运车进行上门收集，
做到了垃圾不出院、垃圾不落地。”

同样在两渡镇冷泉村，农村生活垃
圾清洁直运工作也顺利开展，县直运车
辆每天准时来到村里的固定收集点进行
垃圾收集，为保证县直运工作的高效畅
通，冷泉村还新购置了两台垃圾转运车
用于户下垃圾收集，以便及时运送至各
固定点位。

冷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郝
贵寿说：“我们购置了两台垃圾车，这样减
少了很多垃圾点，方便了群众，并且每家
每户发放了一个小的垃圾桶，这样渣土和
生活垃圾分离有序，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
的垃圾倾倒工作，也有序推动了村里的垃
圾清运工作。”

为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工
作，静升镇从教育、引导、规范入手，逐步
展开工作，提高垃圾直运、垃圾分类的效
率和质量，把灵石县委、县政府关于“垃
圾不落地”的要求落到实际行动上，体现
在结果上。

在静升镇马和村，每天环卫工人都
对自己负责的“卫生区”进行打扫，自全
县农村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制度实施后，
全村就进行了“卫生区”精确划分，分片
划区的保洁员每日对其责任区域进行一
次全覆盖普扫清洁，并跟进实行 8小时巡
回保洁制度。

马和村环卫工人房奋云说：“我负责

的是林场至小学门口的卫生，每天早上 5
点钟就起来了，一天出来四五趟，尽全力
保持该区域干净整洁。”

“一拆三清一改”行动见成效。人居
环境“细梳妆”，内外兼修“提气质”。如
今，走在马和村的主街道上，步步皆风景、
点点可入画，宽阔整洁的中心大道，循着

“千万工程”的路子，村庄全面整治人居环
境，不断提升村庄“颜值”。

马和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闫
志宁说：“在‘一拆三清一改’行动中，我们
将全村户外厕所全部拆除，让‘方便’的事
情更方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农村生活
垃圾清洁直运工作开展以来，我们村严格
执行‘村普扫、定点收、县直运’工作机制，
每天不定时对本村各条街巷进行督导检
查，确保村普扫8小时巡回保洁到位、垃圾
不落地。全村科学设置了 29处生活垃圾
收集点，配齐了垃圾亭、四分类桶，确保生
活垃圾定点收集入桶。从现在的运行情
况看，已经达到了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
漏和垃圾不渗漏的预期目标，全村人居环
境更是得到了显著提升。”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灵石县融媒体中心积极发挥舆论监督
作用，开设“五域综合治理建设美丽灵石
红黑榜”专栏。该专栏及时跟进报道整治
进展与成效，广泛宣传先进典型与成功经
验，同时对整治不力的区域予以曝光，督
促其整改落实。目前，该专栏已成功播出
16期，有力推动了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的深入开展。

截至目前，全县 192个行政村已实现
垃圾清洁直运全覆盖，农村垃圾收运量稳
步增长，基本做到应收尽收。

2024年6月至12月，灵石县农村垃圾
直运月总量分别为 2546.66 吨、3155.74
吨 、3826.72 吨 、3524.5 吨 、3369.3 吨 、
2888.74吨、2302.54吨，日均收运量分别为
84.8 吨、101.7 吨、123.4 吨、117.4 吨、108.6
吨、93.1吨、74.3吨。

这些数据是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持续
改善的有力见证。

（杨志新 郑涛 陈帅）
下图：新启用的垃圾清运车。

郑涛 摄

灵石县

农村生活垃圾搭上“定时公交”

本报讯 进入深冬，天气越来
越冷，但依托寒冷天气的冰雪经济
却越来越“热”，灵石县各景区立足

“冷资源”优势，完善服务设施和体
验品质，通过“运动+旅游”的模式，
持续释放冰雪经济活力。

入冬以来，石膏山、红崖峡谷两
大雪场相继“开板”，各地游客纷沓
而至，体验冰雪运动、欣赏冬日美
景，尽情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速度
与激情。石膏山景区依托“天寒地
冻”的“冷资源”，打造攀冰实训基
地，并与多所体育类高校携手，在促
进学生户外运动实践的同时推广县
域旅游资源。

石膏山攀冰基地教练武跃文
说：“近年来，通过我们的商业推广，
基地迎来了各大高校的攀冰实训活
动，目前有太原工业学院、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吕梁学院、山西师范大
学、北师大珠海分校以及南方科技

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前来参加实训，
每年有近 400 名学生参加攀冰实
训，带动了周边的住宿、餐饮等商业
行为的活跃，带动了灵石冰雪项目
的推广。”

近日，走进石膏山攀冰基地，天
然形成的冰瀑晶莹剔透，形态各异，
蔚为壮观。吕梁学院的师生们在基
地教练的指导下，熟练掌握踢冰、挥
镐、冰坡行走等技术。一次次的攀
爬，不仅磨炼了意志，也培养了师生
的团队精神。

吕梁学院体育与健康系学生金
焕斌说：“通过攀冰这项课程，我们
可以突破自我，感受大自然的魅
力。目前我们爬的是初级赛道，接
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明年还会再来。”

吕梁学院体育与健康系主任赵
永军说：“我们组织了 23 名户外运
动的学生来到灵石的石膏山攀冰基

地，通过实训学习，同学们对攀冰有
了非常深刻的认识，对这项运动也
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攀冰是一项充满挑战和魅力的
运动，它需要全身心投入，既考验选
手的体力、技巧，更考验选手的心理
素质。近年来，石膏山景区融合竞
赛、体验、培训与交流等元素，精心
设置多条攀冰线路，无论是初学者
还是资深攀冰玩家，都能在此找到
适合自己的挑战，已成为户外圈内
优秀的攀冰场地，为县域冰雪经济
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珠海户外爱好者空空说：“这是
我第二次来石膏山攀冰基地，以前
我都是去四川的双桥沟攀冰，但各
方面比起来，我觉得石膏山的性价
比会更高一些。下个月等冰壁条件
更好的时候，我还会叫几个爱好攀
岩的朋友一起过来感受一下。”

（肖晨辉）

用好“冷资源” 释放冰雪经济活力

本报讯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近年来，灵石县立足
自身产业特色和优势，积极探索农村产业发展新模式，在农业
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及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近日，在山西生香油脂有限公司，现代化生产场景映入眼
帘。脱壳车间内，脱壳机、色选机、筛选机有序运行，工人将油
葵倒入设备，经过除杂、脱壳等工序后，原料进入生产车间。
车间中，工作人员熟练操作液压榨油机，压榨、水化、过滤等流
程一气呵成，浓郁的油香弥漫开来。

山西生香油脂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军说：“2024年，我们
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油葵产量增加，对此，我们厂新增了 3 台
双排液压榨油机，目前一台已投入运行，另两台也已经安装
完毕，即将投运，全部机器满负荷运转后，我们的月产量将
从之前的 20吨提升到 40吨以上，产品质量也会得到进一步
提升。”

山西生香油脂有限公司位于灵石县两渡镇桑平峪村，占
地面积 900余平方米，主要对油葵、芝麻、核桃等油料进行
深加工。公司成立运行以来，不仅壮大了桑平峪村集体经
济，还带动了附近更多村民就业增收。目前公司拥有 13
名员工。现年 48岁的侯林爱就是其中一位，她主要负责成
品食用油灌装、密封。谈及家门口的这份工作，侯林爱非常
满意。她说：“在这里工作有四五年了，离家近，中午还能回
家照顾孩子、做饭，每天工作 8小时，还能挣一份工资补贴家
用，挺好的。”

该公司生产线采用纯物理冷榨工艺，保留了食用油自然
风味与营养元素，榨油后的油饼也极具价值。去年，在山西农
业大学的技术指导与灵石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该公司扩
建厂房延伸产业链。

陈小军说：“2024年6月份，新厂房就投入建设，经过半年
的时间，已经建设完成，全部设备到位以后，我们将开始进行
油饼的高蛋白转化生产，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提供更多就业岗
位，带动村内群众实现增收，同时也能更好地消化吸收灵石当
地的油葵产量，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近年来，灵石县立足实际，围绕“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做强
特优产业规模”目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形成特色农业与产
品。目前，全县拥有 3个地理标志农产品、6个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16个绿色优质食品认证、2个有机产品、2个圳品基
地，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9家、市级11家，为特优农业产
业发展筑牢了根基，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前行。

（杨志新 郭苗 陈帅）

小油坊“榨”出乡村振兴新希望

本报讯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一
项惠及广大群众的民生工程，“完成 15
处农村供水安全养护工程，保障3.3万名
农村群众喝上‘放心水’。”这是灵石县
2024年承诺办理的10件民生实事之一。

2024年以来，灵石县水利局认真部
署，精心组织，15处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
护项目于 2024 年 6月 24日全部完工，7
月中旬完成全覆盖验收，工程全部达到
建设要求，有效提高了供水站运行效率，
提升了50个自然村3.7万余人的供水保
障水平，确保了民生实事办理质量。

静升供水站是灵石县唯一一家达
到千吨万人规模的农村供水工程，负责
静升、苏溪、尹方等乡村及灵石一中等
事业单位 3万人左右的饮用水供应，共
有5个深井、12个蓄水池。2024年，灵石
县水利局将该站设备的检修维护列为
全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之一，进一
步促进饮用水的安全可靠供应。2024
年，灵石县水利局为 3号深井更换了水

泵深井的井壁管，对井壁管进行了修整，提高了3号深井的
提水效率，对 4号、5号深井分别更换了水泵、泵管、电缆启
动设施等，深井的使用率有了明显提高。

和静升供水站一样，王禹乡供水站也顺利实施完成了
供水工程的维修养护，使王禹、赵家沟等 14个自然村和南
关镇焉则、秋牧等 4个自然村的日常饮用水供应得到极大
保障，进一步改善了这一跨乡镇供水站的水质，受益群众达
3000余人。 （霍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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