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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笔者在灵石县新建西
街汾河桥与翠峰派出所交界处的施工现场
看到，大型机具挥舞着钢铁臂膀，正在进行
沥青铣刨作业；工人们精神抖擞，在各自的
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灵石县雨污分
流改造工程、天石广场综合改造提质工程
的启动施工，开启了城市更新行动的崭新
篇章。

据介绍，此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施工
范围从翠峰派出所延伸至合盛煤矿专用线
K3+709.596，全长 3.709公里，将分阶段稳
步推进。其中，第一阶段工程于3月7日正
式启动，计划 3月底完工。此阶段工程施
工路段从翠峰派出所至汾河桥交叉口，全
长约 180米，施工内容包括铺设雨水和污
水管道，对水、电、气、热等老旧管网进行全
面改造升级。

据太原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胡希波介绍：“当前施工的是翠峰派出所
至文化艺术中心路段的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工程一开始先对路面进行了破除。在
接下来的施工过程中，将把安全保障放在
首位，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力争在4天时间
内完成所有管沟的开挖任务，全力以赴推
动工程进度，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据了解，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是将污水
和雨水分开收集和处理，可以有效减少污
水直接排入水体的情况，从而改善水质、保
护水环境。雨天时，合流制排水系统由于
输水能力不足，大量污水会随雨水排入河
流，造成水体污染，而雨污分流系统则能确
保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雨水则直接
排入河流，从而减少水体污染，缓解城市内
涝问题。同时，雨污分流还可以解决雨污
混流、错接乱接等问题，确保污水全部进入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和质量。通过高效处理污水，还可以回收
再利用处理后的水资源，进一步节约水资
源。雨污分流工程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的宜居性和美
观度。

据灵石县城市管理局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项目负责人李辉介绍：“为确保本年度雨
污分流改造工程顺利推进，我们前期开展

了大量细致的筹备工作。从实地勘查、方
案设计，到材料准备、人员配置等各个环
节，均投入了大量精力。雨污分流工程的
核心目标，在于为广大居民打造更为宜居、
舒适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与综
合竞争力，助力灵石县朝着高质量发展目
标稳步迈进。”

与此同时，天石广场综合改造提质工
程也同步开工建设，工程将对旧天石广场

进行系统、科学的整修和改造，其中涉及中
心雕塑的维修和改造，市政管线和照明灯
具改造，广场地面铺装、树池、座椅等的安
装改造以及广场出入口的绿化改造等建
设内容。工程完成后，将为广大市民提供
一个更加优美、便捷的活动场所，喷泉、数
字水幕等设施也将进一步展现灵石县城
市形象，提升城市魅力。

（郑涛）

小切口改善大民生 刷新城市更新进度条

灵石县宜居城市建设驶入“快车道”
本报讯 春回大地，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生

机与活力。连日来，灵石县的农户们抢抓农时，在
大棚和果林里辛勤忙碌，为来年的丰收打下坚实
基础。

在静升镇马和村的蔬菜大棚里，一垄垄翠绿
的蔬菜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
拣、搬运。据了解，为保证蔬菜的品质和产量，农
户们在冬季就提前做好了大棚的保温和施肥工
作。入春后，又加强了通风和病虫害防治，确保蔬
菜健康生长。农户郑志芳说：“西红柿、西葫芦已
经陆续上市了，目前正在召集工人采摘、装筐、
上市。”

与此同时，种植户、农业科普宣传员刘晓辉也
走进大棚，就第二茬农业生产为农户“支招”。“西
红柿从去年明火消毒后，加上蒙棚，相对病虫害
少，今年基本上没什么病虫害，以后对微肥的管控
要注意，头茬西红柿肯定能提高品质。”

从蔬菜大棚出来，刘晓辉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静
和情家庭农场，指导农户们对花椒树进行修剪，大
家手持剪刀、短锯，仔细地修剪着树枝，去除病枝、
枯枝，调整树形。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是春季农业生产的关
键时期。灵石县各地的农户们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到农业生产中，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希望的田野。

（刘辉）

春回大地农事忙
不负农时不负春

本报讯 人勤春来早，农事正当时。初春，寒
意尚未完全褪去，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美早樱桃示范基地里，已洋溢着盎然的生机。樱桃
花竞相绽放、娇艳欲滴，为人们送来了早春的气
息。工人们穿梭于花丛中，忙着疏花、授粉，一派
热闹忙碌的景象。

授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樱桃的产量和品质，
连日来，基地有序组织工人为樱桃树授粉。鑫奥
特农业樱桃种植技术管理员张少春说：“为了提高
坐果率，保证产量和品质，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人工
授粉。”

逯红燕是段纯镇山头村的村民，谈及现在这份
稳定的工作，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份家
门口的工作，都是些熟悉的农活，既能照顾家庭，
又能有稳定的收入，让她现在的生活越过越好。

“我在这儿上班也有 3年了，比在家里休息强多了，
心情也好，干得也舒心，还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近年来，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设施
农业、有机旱作、高标准农田和樱桃种植等四大板
块为依托，延链补链强链，不断释放科技富农效
应，为周边村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杨志新）

樱桃花开春潮涌
科技赋能促增收

本报讯 近年来，灵石县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兴
起，为乡村振兴绘就了一幅幅充满希望的图景。其
中，蛋鸡养殖产业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为推动乡村经
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静升镇的建力蛋鸡养殖场，通过引入现代化养
殖技术，实施科学管理，不仅实现了自身的高效运
营，还为周边村民带来了就业机会，成为农民增收致
富的重要引擎。

建力蛋鸡养殖场占地面积30余亩，总投资1000
余万元，引入全自动化鸡舍和生产线，从精准投喂到
鸡蛋收集，每一个环节都由智能系统精确把控，极大
地降低了人力投入，提升了养殖效益。

建力蛋鸡养殖场负责人杨纯仁说：“蛋鸡场之所
以投资大，主要是因为实行了全自动化。就目前来
说，在全国全省都是比较先进的，它集中体现在自动
开灯、自动给料、自动给水、自动调节温度、自动调节
湿度、自动出粪、自动捡蛋、养殖劳动强度小。”

自建成运营以来，建力蛋鸡养殖场凭借智能化
设备，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确保了鸡蛋的稳
定供应与优良品质，还成功拉动了周边农业产业链
的协同发展。

建力蛋鸡养殖场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自身的
经济效益，也为周边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通过产业带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
生态。对于在家门口就业的村民而言，稳定的收
入也让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近年来，灵石县积极推动特色养殖业发展，蛋鸡
养殖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下一步，灵石县
将持续加大对蛋鸡养殖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广现代
化养殖技术，培育区域特色品牌，助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刘辉）

蛋鸡养殖智能把控
奏响乡村振兴乐章

初春的暖阳透过灵石县梧桐燕
醋厂的窗户，温柔地洒在发酵车间。
空气中，浓郁的醋香与醇厚的高粱香
气交织弥漫。工人张清亮将蒸好的
高粱倒入大缸，准备开启发酵的奇妙
旅程。他熟练地翻搅着缸中的高粱，
动作流畅而有力，脸上洋溢着满足的
笑容。家门口的这份工作，不仅让他
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能让他有足够的
时间种好自家的田地，同时拥有两份
收入。

近年来，梧桐燕古法酿造通过“非
遗+产业”的模式，不仅让传统非遗技
艺焕发新生，还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
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收，成为推动
当地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的新生
力量。

“我是静升镇马和村村民，以前一
直在外面打工，自从梧桐燕醋厂建成
后，我就来到这里上班，平时还种着十
多亩高粱，收下的高粱也能卖到厂里，
这样收入也高了，工资也有了保障，
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太多了。”张清亮
说道。

此外，今年 63岁的张继光是醋厂
周边的一位养殖户，他每天都会到醋
厂拉醋糟作饲料。说起醋糟，张继光

兴奋地说：“正是有了这种独特的饲
料，我养的羊肉质好，销路更好。”张继
光是翠峰镇曹家原村村民，在醋厂拉
醋糟有四五年了。

醋糟，这个酿造过程中的副产品，
不仅为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也体现了梧桐燕古法酿造产业链
的循环利用价值。

梧桐燕醋厂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周
边群众增收，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灵石县文旅部门将其古法酿造技
艺评为县级非遗传承技艺，更加坚定了
梧桐燕古法酿造传承人燕军伟留住乡
愁、壮大产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多年来，我们坚持用古法酿造，
每一缸醋都要经过夏伏晒、冬捞冰的
传统工艺，这样既能保证醋的醇厚口
感，又能充分释放五谷杂粮发酵后的
各种营养成分，有效提高人体免疫
力。此外，我们还引入了现代化的质
量管理体系，确保产品既符合传统标
准，又能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在企
业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周边部分村
民参与到生产和销售中，为他们增加
收入。”燕军伟说道。

春日的午后，阳光和煦。在梧桐
燕酱油厂，一排排整齐的酱缸静静地

伫立，缸身上斑驳的痕迹诉说着岁月
的沉淀。村民吴金萍正在专注地进行
浇淋作业，动作娴熟而轻柔，从缸中舀
起一勺深褐色的酱汁，缓缓淋在酱醅
表面。酱汁顺着醅料缓缓渗透，发出
细微的“沙沙”声，仿佛在低语着发酵
的秘密，每一勺酱汁的浇淋，都是对传
统工艺的坚守，也是对时间与自然的
敬畏。

非遗技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通过产业化的发展，在传承与创新的双
重驱动下，这些古老的技艺不仅守护了
文化的传承，还盘活了农村的闲置资
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燕军伟说：“经过几年的市场摸
索，我们聚焦传统酿造工艺，延伸产业
链，发展酱油产品，通过梧桐燕品牌的
带动，用‘非遗+产业’的模式，既保留
了传统酱油的天然发酵，阳光晒制的
酿造工艺，又通过技术创新，将传统手
工酿造与现代生产工艺相结合。目
前，我们的产品在省内外都有稳定的
销售渠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品
牌化发展上做文章，推动非遗活化利
用，让传统酿造产业成为周边群众共
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肖晨辉）

用好非遗技艺 酿造富民产业

本 报 讯
连日来，灵石县
静升新区纬七
路南延项目施
工现场一派热
火朝天，一块块
桥梁空心预制
板 模 块 整 齐 排
列，大型吊车正
在 进 行 吊 装 作
业，装载机、压
路 机 等 来 回 穿
梭平整土方，工
人 们 在 桥 梁 涵
洞 作 业 区 搭 建
脚手架、绑扎钢
筋，机器的轰鸣
声 交 织 成 一 曲
建设交响曲。

据 山 西 二
建 集 团 灵 石 县
静 升 新 区 雨 污
分 流 及 地 下 综
合管网工程（二
期）一期项目负
责人于泽锋说：

“纬七路南延项
目 于 2 月 20 日
复工，施工内容
为 道 路 路 基 回

填 和 桥 梁 主 体 建 设 ，包 括 新 建 1 座
32m×32m 两跨空心板桥，设计为钢筋
混凝土结构，目前正在进行桥梁盖梁和
墩柱的施工作业，贯通后将极大地满足
汛期河流的行洪要求。”

据了解，纬七路南延项目是灵石县
静升新区雨污分流及地下综合管网工
程（二期）项目的重要部分，也是静升
新区道路建设的关键。项目包括地
下和地面工程，涵盖道路、给排水、强
弱电排管、供热燃气、桥涵、交通照明
及绿化等，道路全长 630 米，顺接纬九
路，贯通南马路，红线宽 32 米，为双向
四车道，由山西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施
工。自开工以来，项目部全力推进工
程建设。

于 泽 锋 说 ：“ 项 目 复 工 以 来 ，施
工 单位倒排工期，紧张作业。目前，
原 地 貌 清 表 已 完 成 ，桥 梁 工 程 完 成
50%，路基回填完成 30%，项目预计 9
月可完工。”

截至目前，静升新区雨污分流及地
下综合管网工程（二期）项目已完成经
四路、纬八路、经三路的路面、人行道
及 绿 化 工 程 ，三 条 道 路 已 通 车 试 运
行。随着纬七路南延工程的推进，静
升新区交通条件将全面改善，道路品
质将进一步提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霍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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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灵石县第三小学积极
开展课后服务社团活动，并将其作为推进素
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举措，极大
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自社团活动开展以来，学校积极探索创
新模式，将社团活动巧妙融入课后服务体
系。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与特长，精心打造
了涵盖艺术、体育、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
社团，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教师王淼淼说：“为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
习需求，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学校于 2015年
成立社团并开设艺术课程，目前共有16个类

别，包括合唱、舞蹈、篮球、足球、排球、皮影
戏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自由
选择。”

每周二至周五下午四点半是学校社团活
动的固定时间。合唱社团里，孩子们用纯真
深情的歌声演绎经典曲目，悠扬的歌声在校
园里回荡，传递着美好与希望；舞蹈社团中，
孩子们身着统一服装，跟随音乐翩翩起舞，将
力量与柔美完美融合，尽显舞蹈魅力；体育社
团的篮球、足球、排球等运动项目在操场上激
烈上演，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体魄，也培养了
他们的团队合作与拼搏精神；非遗社团则成

为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桥梁，学生们学习皮影
戏等传统技艺，深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

学生杨舒羽说：“我参加了学校的皮影社
团。在社团里，我了解了皮影的文化，学会了
制作皮影、演绎皮影，对非遗文化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为学生提供了
展示才华的广阔舞台，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了学生的兴趣爱好，有力推动了学生的全
面发展。

（宋诗柠）

灵石县第三小学

点亮校园多彩生活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施工单位正在改造天石广场中心雕塑。 郑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