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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吕斌华 通讯员
裴云锋 李佐阳）春回大地，正是连翘
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在左权县羊
角乡万亩连翘种植园区，种植户们正
在全面开展连翘精细化管理，为提升
农产品品质、助农增收奠定基础。

“要按照‘疏弱留强、去老促新’的
原则，重点剪除病枯枝、交叉枝和过密
枝，确保养分集中供应，提升连翘品
质。”只见农技人员赵彦军手持专业修
枝工具，一边精心修剪连翘枝杈，一边
指导村民们掌握连翘春管的技巧与
要点。

“最近几年，连翘市场行情比较
好，我家一共种了50多亩，去年卖了3
万多块钱，希望今年开花期好好养护，
能再有个好收成！”望着漫山遍野的连
翘花，羊角乡南峪沟村村民李合女满
怀憧憬。科学管护提升了连翘的品
质，也带动了村民们的种植信心与收
入。目前，羊角乡已种植连翘10万余
亩，年产值 320 余万元，受益农户达

1158户，户均增收1.2万元。
左权地处太行山区，连翘种植面

积广、品质优，是全县农业三大“金牌”
产业之一。为进一步发挥主产区优
势，近年来，左权县加大连翘科学管护
力度，延伸连翘产业链条，在连翘种
植、管理、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持
续发力，成功构建起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同时，紧扣“公司+基地+农户”
的发展思路，引进山西康益恒泰药业
有限公司，建成中药材加工厂，开发
连翘产品，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做大做强连翘产业。目前，全县连翘
种植面积达 58.11 万亩，已开发可采
收总亩数达 34.71万亩，其中，野生连
翘面积 26.6 万亩，人工抚育面积 8.11
万亩，年产量达 2000 吨，实现了产业
发展、生态建设和群众增收的有机
结合。

下一步，左权县将抢抓机遇，在精
细化管护、效益提升上下功夫，让连翘
成为百姓致富的“摇钱树”。

左权县

连翘精细管护 助力村民增收

森 林 防 火 十 不 准森 林 防 火 十 不 准
1.不准携带火种进山：包括打火机、火柴等易燃物品。

2.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避免火星引燃干燥植被。

3.不准在林区吸烟或点火照明：烟头或明火极易引发火灾。

4.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高温余火可能失控蔓延。

5.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祭祀活动需严格禁止。

6.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或堆烧：农业用火需通过合法审批。

7.不准让特殊人群（如未成年人）玩火：加强监护责任。

8.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车窗抛物可能引燃路边植被。

9.不准在林区狩猎或放火驱兽：狩猎行为需遵守防火规定。

10.不准让老幼病残参与扑火抢险：保障弱势群体安全群体安全。。

暮春时节，祁县昌源河畔的刘家
堡村处处生机盎然。这个常住人口
仅 300余人的小村庄，却吸引了众多
来自省内外中小学参加研学的学生
及游客。

村口，王维塑像静静伫立。村
内，王维纪念馆、少年科学院、灵境文
创空间、山居秋暝民宿等建筑错落林
立，白墙灰瓦上，王维诗意墙绘点缀
其间；亭台水榭间，涌动着勃勃生
机。如今的刘家堡村，通过农文旅融
合发展，正稳步构建起产业、文化、生
态、组织全面协调共进的乡村振兴崭
新格局。

生态环境筑基
引来筑巢金凤凰

曾经，由于村党支部软弱涣散，
即便守着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如
画风光，刘家堡村的发展依然滞后。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之后，村子
一改往日旧貌，通过党建引领强根
基、培育新风促发展、夯基蓄力引活
水等措施，不断提升村党支部的向心
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有力推动了产
业、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

从2021年开始，在县、乡支持下，
该村累计投入资金 340万元，完成道
路硬化、路灯亮化、村居绿化、污水净
化等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拆除有碍景
观的建筑 9 处 900 平方米，栽植景观
苗木 700 株，安装 LED 路灯 40盏，硬
化路面 2000米，立面改造 1.5万平方
米，清理垃圾120吨。

凭借紧邻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
的区位优势，王维水墨小镇将自然生
态与人文底蕴深度融合，艺术气息与
湿地景观相互映衬，传统文化和科技

研学协同发展，助力刘家堡村走出一
条“生态和文化相辉映、历史与科技
相交织、农业和文旅相融合”的优势
发展路径。

“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谈
及王维水墨小镇项目落户刘家堡村，
山西水墨诗词文化创意产业园有限
公司总经理石耀亮很是感慨，“对我
们公司而言，研学、文化等项目必须
选址在风景秀丽、人文荟萃之地，刘
家堡村就是我们创业的理想之所。”

深耕文化产业
孵化振兴“领头雁”

随着王维水墨小镇一期工程的建
设，村集体采用“支部+企业+农户”模
式，以土地、房屋等资产入股，还将60
万元集体资金以优先股模式反向质押
给王维水墨小镇项目，按该项目收益
的10%进行分红。这一举措不仅支持
了项目发展，也为村集体经济增收注
入了新活力。

如今，村民们有的在王维纪念馆
担任讲解员，传播王维诗词、水墨文
化；有的在民宿和农家乐中从事服务
工作；还有的参与研学项目，为孩子
们带来丰富的体验活动。项目每年
可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收益，还解决
了本村及周边村 120 余人的就业问
题，让村民既能顾家又能挣钱。

村民魏生敏便是其中的受益者，
他在村里经营一家农家乐。“王维小镇
人气越来越旺，我们饭店的生意也越
来越好。一开始做家常小炒，年前又
增添了正宗的乔家八碗八碟，变着法
地满足顾客需求。这不，又在筹备开
啤酒烧烤。”魏生敏笑着说，“和以前不
一样了，以前冬闲，现在冬忙。种地加

做买卖，一个人能有两份收入！”
王维水墨小镇一期工程的研学

游业态丰富多样，连续举办了“‘晋鲁
之好·山海同辉’艺术交流展”“‘我们
的节日·重阳’祁县王维诗歌主题文
化活动”“蛇年春节水墨艺术展”等一
系列有影响力的文化展示交流活
动。少年科学院设置了科创教育、木
工制作、3D打印等丰富的研学内容，
为青少年提供了创意实践的平台；王
维美术馆引导学生学习文人画的起
源、发展和技法特点，感受中式美学；
王维纪念馆通过展览、多媒体展示等
方式呈现“诗佛”生平，让学生穿越千
年文脉，直观了解王维所处历史环
境、诗歌和绘画艺术及其对后世的影
响；参观昌源河湿地公园科普馆，学
生们在诗词中领悟生态文明建设，在
自然中感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美好意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灵境文创空
间运用的数字技术，赋予传统文化全
新生命力，重焕时代光彩。与合作机
构通过数字化动图的形式，生动重现
了《辋川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
图》等我国传世经典水墨画；绘制的
山西 11个地市历史代表人物机甲形
象深受研学学生喜爱；制作的“祁县
王维城市数字人”入选“2024 山西文
旅数字化应用创新案例”。这些 AI
技术的应用，为刘家堡村农文旅融合
发展注入了新的科技元素。

据悉，仅去年 8 月到 11 月，王维
水墨小镇就接待省内外研学学生 1.3
万人次，并获评山西省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北京荣宝斋中小学生学生
教育基地、山西主流媒体联盟研学
基地、晋中市中小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等荣誉。

村企携手共创
描绘全面振兴图

近日，王维水墨小镇二期工程开
工。8个月后，温庭筠花间词舍、祁奚
书院、王勃诗杰学馆、王之涣诗文馆、
河汾文中子书院、艺术家主题工作室
集群等建筑，将在昌源河国家湿地公
园之畔拔地而起。王维水墨小镇合
伙人闫传明介绍，二期项目将在艺术
展览、团建会议、王维 IP衍生文创、城
市数字 IP孵化等领域互相赋能、共生
共建，为刘家堡乡村全面振兴开拓更
多路径。

同时，灵境文创空间的数字赋能
也将持续升级，AR技术还原王维诗
词场景、AI互动讲解王维诗歌等新体
验正在研发。闫传明透露，还计划开
发“王维摩诘村元宇宙”虚拟社区，让
游客线上沉浸式体验盛唐文化。与
此同时，村里的闲置农宅正在改造为
特色民宿，预计将带动就业岗位再增
加30%。

“我们现在是单瓣向阳花，希望
二期项目建成后能成为重瓣牡丹
花。”在石耀亮的规划中，一、二期工
程的业态将会形成集聚效应，在祁县
这片沃土上产生文化产业裂变反应。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
刘家堡村实现了华丽蝶变，生动印
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
践真谛，在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中
找到了发展新路径。随着王维水墨
小镇二期工程的推进，这幅以生态
为纸、文化为墨、产业为笔的乡村全
面振兴画卷，正向着更广阔的天地不
断舒展。

以文化为墨绘就乡村锦绣长卷
—— 祁县刘家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纪实

本报通讯员 刘 锋

本报讯 （记者周俊芳）近日，
榆社县 2025 年“人人当好护林员
保护绿色大家园”森林草原防火宣
传月活动开展。

活动中，相关人员进行了集体
宣誓，表达守护森林草原的坚定决
心。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横
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防火宣传
单、接受群众咨询等方式，向广大群
众普及防火知识，宣传森林防火的
重要性。

据了解，为强化森林防火宣传
工作，截至目前，榆社县森林消防大
队已出动宣传车 100 余次，派出森
林消防人员 800 余人次，行驶里程

达5200余公里。他们深入全县7个
乡镇的 169 个行政村，累计发放森
林防火宣传资料 5000余份，让防火
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高了群
众的防火意识，营造出浓厚的森林
防火氛围。

此次宣传月活动是榆社县加强
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重要举措。下
一步，榆社县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
不断创新宣传形式，进一步拓宽宣
传覆盖面，让森林防火知识深入人
心。同时，加强对重点林区的巡逻
防控，严格管控野外火源，强化应急
处置准备，切实保障全县森林资源
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青山共守护 绿野同担当

榆 社 县 开 展 森 林 防 火 宣 传 活 动

本报讯 （记者刘佳烨 通讯
员李振华）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森林
火险等级不断攀升，昔阳县乐平镇
面临着严峻的森林防火挑战。连日
来，该镇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全力
筑牢森林“防火墙”，切实保障森林
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乐平镇的各个村庄，醒目的
森林防火宣传标语和横幅随处可
见。防火卡口的工作人员对进村人
员和车辆进行严格登记。同时，镇、
村两级干部积极行动，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广泛普及
森林防火知识和法律法规，有效提
高了群众的防火意识。

为了严格管控野外火源，乐平
镇在主要山林入口设置了防火检查
卡点，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班值守。
工作人员对进山人员进行详细登
记，并收缴火种。此外，该镇还组织
护林员加强日常巡逻，及时发现并
制止野外违规用火行为，从源头上
杜绝火险隐患。

为提高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

力，乐平镇组建了应急灭火队伍，定
期组织开展培训和演练，进一步提
升队员的实战水平。同时，该镇还
储备了灭火器、防火服、风力灭火机
等森林防火物资，为森林防火工作
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乐平镇林业站站长张建军表
示，镇里严格遵循“宣传先行、预防
为主、防灭结合”的原则，制定了全
面的森林防火方案。镇村干部全部
下沉到山口、林地等重点区域值守，
严格把好进山、进林关卡。同时，准
备了洒水车、灭火机、水壶等防灭火
物资，组建了40余人的半专业应急
灭火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森林防火非一日之功。乐平镇
通过全方位宣传、严格管控火源、加
强队伍建设等多项举措，将防火网
织密到每个山头、每片林地，为绿水
青山筑起坚实屏障。下一步，该镇
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毫不松懈地
抓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全镇森林
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昔阳县乐平镇

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近日，左权县国家湿地
公园石匣库区观测到成群
绿翅鸭翱翔天际，成为库区
生态改善的生动注脚。

绿翅鸭是鸭科小型游
禽，体长约 37 厘米，以飞行
时醒目的翠绿色翼镜为标
志。雄鸟头颈深栗色，眼周
延伸出金属绿带纹；雌鸟通
体褐羽，翼镜略小。它们喜
集群活动，以水生植物、昆虫
为食，对湿地生态系统平衡
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左权县通过库
区环境治理，为候鸟提供了
优质栖息地。绿翅鸭等野生
动物的增多，彰显了当地在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显
著成效。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摄

（上接第1版）
清明节前后，森林防火责任重

大。在广西德保县龙光乡大邦村，生
态护林员农必科坚持上山巡查，杜绝
山林火源，稍有空闲就挨家挨户入户
宣传。

“令人欣慰的是，通过科普宣传，
山林里的烟头、鞭炮渣不见了，村民的
防火意识更强了。”农必科说，习近平
总书记说“绿化祖国必须坚持扩绿兴
绿护绿‘三绿’并举”，我要用心守护好
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义务植树
是 全 民 行 动 ，要 一 代 接 着 一 代 干

下去。
春日的云南昆明树木园里，市民

付航正带着上小学的孩子付祺程为去
年一起栽下的一株橡树浇水。“我们种
树，不只是栽下树苗，更是把爱护自然
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里。”付航说，大自
然是最生动的课堂，我们要让孩子长
大成为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人，接力
建设美丽家园。

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
来。大家表示，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
每一个人的努力，要携手绘出美丽中
国的更新画卷。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积 极 扩 绿 兴 绿 护 绿
共 同 扮 靓 美 好 家 园

（（中国应急信息网中国应急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