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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怡然
见晋中”城市文旅形象持续叫响，
灵石县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在文旅部门全链条布局与全产业
联动下，静升古镇区新业态、新产
品层出不穷，文旅市场焕发出蓬
勃生机，实现旅游人次与消费的

“双增长”。
初夏时节，走进静升镇中心

街，前来观光旅游的人群络绎不
绝。在一家名为“晋商糕局”的糕
点店前，不少市民一边选购美食，
一边聆听店员讲述糕点背后的晋
商故事。

“筹备了两年的晋商糕局终
于开业了。我是一名烘焙爱好
者。在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

我们想着怎么能把王家大院的
建筑艺术和本土特产结合起来
宣传家乡，就开了晋商糕局这
家店。”胡林燕是静升村的村
民，从小喜爱面点，她是晋商糕
局的首批员工，从糕点制作的
学徒到产品的销售再到参与新
产品的研发，让她一步步爱上
了这个行业。

据介绍，晋商糕局以现代烘
焙技艺复刻传统的晋式糕点，通
过丰富多样、类型各异的美食产
品满足不同游客的多元需求，带
动周边村民就业的同时进一步激
发消费潜力，让文旅市场不断迸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晋商糕局的糕点都蕴含着

独特的晋商文化，当年先辈们走
西 口 靠 的 就 是 三 合 酥 充 饥 耐
寒。该店用灵石本地的沙棘、酸
枣、醋糕、黄小米等特产复刻出
像三合酥一样的糕点 20 多种，
像佛手拈花，它寓意着吉祥如
意，可以当作伴手礼送给亲朋好
友；通过还原“提匣礼至”的民
俗，推出三六九礼盒体系，三枚
装寓意桃园结义、六枚装对应六
合同春、九枚装象征长长久久，
用这样的文化内涵赋予糕点更
多的文化气息，用文创的发展模
式带动三产的融合，让每一份伴
手礼都成为可携带的晋商文化
符号。

（肖晨辉）

晋商糕局

创新供给 为文旅市场注入活力

本报讯 “五一”假期，灵石县南
关片区的石膏山景区、西许村“荷你
藕遇”度假基地迎来客流高峰。两大
景点凭借美丽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
山水文化，积极推出旅游新项目，吸
引了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持续叫响

“十里南河、大美南关”品牌。
“五一”期间首次对外开放的石

膏山景区垂钓园，成为一大热门打卡
地。石膏山风景区总经理李宏伟介
绍道：“‘五一’期间，垂钓园首次开
放，园区约 2000平方米，设置 70个钓
位。试营业当天投放4000斤成品鱼，
供游客前来垂钓，同时增加冷水鱼养
殖项目，大力发展‘鱼乐’经济，增加
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进一步丰富景
区旅游娱乐项目。”

除垂钓园外，石膏山景区游客中
心同样人山人海。停车场内车辆满
满当当，售票大厅前游客排起长
队。咨询台前，工作人员耐心地为
游客发放游览图，细致讲解景点攻
略。景区美丽的山水自然风光吸引
着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游玩
过程中，游客们不仅能兴致勃勃地
观赏风景，还能免费品尝景区提供
的特色饸饹打卤面，整个景区秩序井
然、游人如织。

运城游客茹宇月说：“这里绿色
植被非常多，空气非常清新，给人一
种非常安逸舒适的感觉，还有这里的
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

距离石膏山景区两公里的南关
镇西许村“荷你藕遇”度假基地同样

人气高涨，蟹宝王国、围炉煮茶、户外
烧烤等摊位前热闹非凡。游客们或
结伴烧烤畅饮，或在水边打卡拍照，
或围坐一起聊天品茶，很是惬意。

太原游客许先生说：“我是从网
络平台上了解到‘荷你藕遇’这个景
点的，在这里，我能和家人感受到大
自然带来的美好，感受到平常在繁忙
的工作节奏当中感受不到的一种轻
松和快乐，我非常愿意推荐大家来

‘荷你藕遇’露营基地，带着家人一起
来放松，一起来游玩。”

“荷你藕遇”度假基地的亲子戏
水乐园内，更是一片欢乐海洋。在
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在乐园里兴
致勃勃地抓螃蟹、捉泥鳅，尽情戏水
玩耍。

据了解，“荷你藕遇”度假基地
是西许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的成功实践。该村以“藕”为纽
带，探索出“农文旅融合发展”新
路径，通过培育新产业、打造新业
态，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让村
民走上三产融合的致富道路。“荷
你 藕 遇 ”基 地 负 责 人 靳 晶 介 绍 ：

“‘五一’期间，基地推出了浑水摸
鱼、蟹宝王国、围炉煮茶、户外烧
烤、网红打卡等项目，体验的游客
大多数以亲子游为主，涵盖到周
边县城，游客接待量最多时突破
了 3000 人次，我们相信在农文旅
融合发展的带动下，可以继续做大
做强，带动乡村振兴。”

（霍卫东 宋诗柠）

灵石县：开发旅游新项目 解锁休闲新体验

本报讯 近日，灵石县民政
事务服务中心特邀县晋剧团走进
养老院，开展“戏曲敬老”专场演
出，以传统文化滋养老人精神生
活，践行“老有所乐”服务理念。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县晋剧
团演员们身着传统戏服闪亮登

场，凭借扎实功底演绎《打金枝》
《走山》等经典晋剧选段。婉转
唱腔中，角色的一招一式、一颦
一笑细腻传神，老人们沉浸在传
统的唱腔中，随着节奏轻打拍子
不时哼唱，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据介绍，灵石县民政事务服
务中心今年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活
动，把丰富老人精神生活作为重
点，组织更多喜闻乐见的活动，让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真正实践
到日常当中。

（肖晨辉）

灵石县民政事务服务中心

戏曲敬老暖人心 温情守护“夕阳红”

本报讯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先
行。灵石县开拓种养专业合作社以
鸵鸟养殖为核心，全力构建产业融
合、生态循环、共同富裕的乡村振
兴新格局，成为当地特优农业发展
的亮眼标杆，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
动力。

在灵石县翠峰镇靳村的山坳
间，灰褐相间的鸵鸟群或昂首鸣叫，
或欢快追逐，成为这片土地上的独特
风景与“明星产业”。鸵鸟养殖基地
内，合作社负责人王志勇正通过直
播，热情地向新老客户展示他的“宝
贝们”。“如果你们喜欢的话，点关注，
主播每天会带你们看孵化、看育雏、
看小鸟、看商品鸟看种鸟，看鸵鸟生

长的每一个环节。”
2015年，退伍军人王志勇放弃在

外打拼的事业，毅然回到靳村，创立
开拓种养专业合作社，投身鸵鸟养殖
产业。10余年来，他以鸵鸟养殖为核
心，形成“专业合作社+产品深加工+
生态旅游”全产业链模式，带动周边
300 余户村民年均增收超 2 万元，走
出了一条“一村一品”的乡村振兴特
色之路。

据王志勇介绍：“现在我们养的
有六七百只非洲鸵鸟，还养有 100多
只澳大利亚国鸟鸸鹋，形成集孵化、
育雏到小鸟、商品鸟、种鸟、屠宰加工
一条龙，每年可以孵化 2000 多只小
鸵鸟，屠宰 300 多只鸵鸟，能出 10 吨

左右的肉，鸵鸟的蛋皮毛肉油，都可
以有经济价值、形成效益。”

经过多年发展，开拓种养专业合
作社已颇具规模。拥有 4间育雏室、
5000平方米商品鸟栏，存栏鸵鸟 600
余只、鸸鹋 100 余只，配套种植 50 余
亩苜蓿、玉米等饲料作物，年出栏鸵
鸟 3000 只，产值突破 800 万元，成为
全省领先的鸵鸟养殖地，客户遍布全
国。自去年11月起，王志勇尝试直播
带货，如今粉丝量已突破两万。直播
中，他不仅展示鸵鸟，还热心为客户
解答养殖难题。

2025年，合作社计划实现存栏鸵
鸟突破1000只，带动周边5个村发展
鸵鸟养殖；与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深

化合作，研发鸵鸟疫苗、功能性饲料，
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同
时，通过代养等模式，充分发挥联农
带农优势，助力靳村从“鸵鸟村”向

“产业强村”转变。
“以前在电视上、动物园看过鸵

鸟，最近刷抖音，看到灵石也有养鸵
鸟的，专门过来参观一下。想不到鸵
鸟场这么大，场面这么壮观，太惊喜
了！”游客郭睿说，“还没有见过这么
多鸵鸟，大长腿、长眼睛、长脖子，周
末计划带孩子再过来参观一下，让孩
子们也了解一下鸵鸟。”

展望未来，王志勇信心满满:“鸵
鸟是非常好养殖的，它耐寒、耐热、耐
粗饲，在零上20摄氏度、零下40摄氏
度的地方，都可以非常好地生活，基
本上不需要修房盖舍。下一步，我会
在科学养殖、市场拓展、品牌塑造等
方面持续发力，在鸵鸟养殖这条特色
产业路上行稳致远，为乡村振兴尽一
份力量。”

（徐军）

鸵鸟养殖打开农民致富路

本报讯 近日，灵石县拾
光城市书房内暖意融融，一场
面向全县小学生的免费赠书
活动正如火如荼开展。

活动现场，许多家长带着
孩子前来领取免费书籍。工
作人员耐心引导大家登记选
书，并为每本书加盖纪念章，
写下“静静读书，慢慢长大”的
暖心寄语。

据拾光城市书房负责人
白静介绍，此次活动是为了响
应灵石县推广的“全民阅读”
计划，引导孩子们多读书读好
书。让文化经典浸润心灵，助
力孩子们成功成才。拾光城
市书房也有志为全县的孩子
们打造一处书香四溢的文化
净土。

为进一步培养孩子们的
阅读习惯，书房同步推出《春
日阅读成长周》7 天打卡计
划。孩子们通过微信群分享
阅读心得，连续完成打卡即可
获得定制款“拾光书房阅读小
达人”奖牌，让阅读成为一种
乐趣与荣 誉 。 学 生 翟 心 一
说：“书是一扇窗户，用它能
看见世界，这里的书很多，每

当我休息或放假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看书，可
以让我放松心情，还可以在里面找到乐趣，我特
别喜欢读书。”

据了解，作为 2019年创办的半公益文化场所，
拾光城市书房现有绘本、儿童文学名著、历史人文等
9000余册藏书。自开办以来，书房坚持提供免费阅
读服务，并举办50余场公益读书分享会和文化沙龙，
用实际行动为全县读者打造了一处充满书香的精神
家园。 （杨志新 张沛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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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灵石田再田蜂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蜜蜂规模化养殖
的基础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通过
蜂产品深加工提升附加值，并与科研
院所合作强化技术支撑，走出了一条

“养殖—加工—研发”一体化发展的
产业升级之路。

春末夏初，万物勃发，正是蜂群
采蜜的黄金时节。在田再田蜂业养
殖基地内，一排排蜂箱整齐排列，成
群的蜜蜂穿梭忙碌，蜂农们正忙着改
良蜂箱、管理蜂群，为产出高品质蜂
蜜做足准备。

田再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田计武说：“我们总共有 6 个基
地，当地有 3 个，外县、外省还有 3
个，总计有 1200 余箱蜜蜂。目前春
繁已经结束，现在忙着采洋槐蜜，5
月 20 日进山采山花蜜，6 月 20 日采
荆条蜜，年产量能达 50吨。”

作为灵石县蜂产业的龙头企业，
多年来，田再田蜂业坚持标准化、规

模化养殖的同时，一直注重产品的迭
代升级和技术创新，产品涉及蜂产
品、保健品、日用品三大类，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显著。今年，公司又聚
焦产业链延伸，与中国农科院、山西
农业大学合作，投资建设蜂蜜酒项目
生产线，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进一
步提高蜂产品的附加值，让传统农业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从传统的蜜蜂养殖到如今的蜂

蜜深加工，田再田蜂业通过“延链、补
链、强链”，持续挖掘蜂产业价值。随
着蜂蜜酒等创新产品的推出，这条

“甜蜜产业链”将不断延伸，为农业现
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肖晨辉）

小蜜蜂酿出大产业

本报讯 眼下，正是农作物播种
的关键期。在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的万亩良田内，一场围绕
青储玉米播种展开的农事“攻坚战”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广袤田野上农机穿
梭、人勤春早，勾勒出一幅现代农业发
展的生动图景。

走进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种植区，阡陌交错的田野
上，农机轰鸣声此起彼伏。覆盖着肥
沃土壤的良田整齐排列，几台智慧农
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技术精湛的
农机手熟练操控着播种施肥一体机，
严格按照标准控制播种行距和株距，
一粒粒玉米种子被精准播撒入土，肥
料也同步施下，为种子生长提供充足
养分，现场呈现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的蓬勃活力。

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田彦文介绍道：“公司目
前奶牛养殖规模达到 8700 余头，每
年需要消化青储玉米饲料超 4 万吨，
今年种植青储玉米 1.2 万亩，产量预
计能够达到 3 万吨左右。我们公司

紧抓时机，组织大型农机开始青储
玉米的播种，现在已经完成将近 1
万亩的播种。”

据了解，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是灵石县天聚鑫源煤业有
限公司旗下农业板块的全资子公司。
近年来，该公司依托矿山复垦土地资
源，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大力建设绿色果蔬基地，发展特
色农业，广泛吸纳当地农户就业增收，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
收。同时，公司坚持走生态循环可持
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之路，大力发展规
模化种植，利用现代农机和科技，在
农垦区内种植苜蓿、青储玉米等有机
饲料，为集团公司另一重要农业板
块——山西现代鑫源牧业有限公司
的奶牛养殖提供有机饲料。经过近几
年的发展，山西鑫奥特农业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的1万余亩青储玉米种植大
田，为该公司的近万头奶牛构筑了“黄
金粮仓”，为奶牛养殖、生态循环农业
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徐军）

万亩青储玉米构筑奶牛“黄金粮仓”

本报讯 5月 12日，灵石县开展
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标
语、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提供现
场咨询等方式，向过往群众介绍各类
常见突发事件的特点、危害及有效应
对方法，重点讲解地质灾害、森林火
灾、气象灾害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
急避险知识，推动群众学习掌握自救
互救技能，提升防灾减灾知识知晓率，

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到日常安全防范活
动中。

据了解，今年 5月 12日是我国第
17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
害隐患”。5月 12日至 18日为防灾减
灾宣传周，宣传周期间，灵石县多部门
将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宣传进社区、进
校园等“五进”活动，在全县营造防灾
减灾宣传的浓厚氛围。 （闫静）

灵石县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资料。 闫静 摄

本报讯 近年来，山西天星新型
管业制造有限公司锚定技术革新与工
艺升级，以创新为引擎、以品质为底
气，在管业制造领域不断突破自我。
从自动化生产线的高效运转，到专利
技术的持续积累，企业用实力打破行
业壁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闯出一
片新天地，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先锋
力量。

走进位于灵石县静升镇苏溪村的
山西天星新型管业制造有限公司的智
能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马力
全开。晶莹剔透的聚乙烯原料颗粒在
聚合、成型、切割、冷却等多道工序的
淬炼下，蜕变为一根根笔直规整的新
型管道。工人们专注地守候在流水线
旁娴熟操作，确保每一件产品都达到
高标准。

山西天星新型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郭继征介绍道：“企业生产的钢
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纹管，这种管
道生产速度快、质量轻、易安装、抗
压强度高、耐冲击、耐腐蚀，无毒无
污染，通水量大，不结垢，是现代市
政工程、雨污分流工程、美丽乡村
工程的首选产品。天星管业公司年
产各类管材约为 380 万米，生产规
格 从 DN200mm 到 DN2000mm，是
省 内 目 前 技 术 最 为 成 熟 、质 量 稳
定、规格最全的钢带增强聚乙烯螺
旋波纹管生产企业。今年以来，我
们紧抓‘一泓清水入黄河’雨污分

流项目契机，加班加点生产，保质
保量提供产品，确保整个项目正常
进行。”

据了解，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波
纹管是一种以高密度聚乙烯（HDPE）
为基体、内嵌高强度钢带增强的复合
管材，通过螺旋缠绕工艺成型，其独特
的“钢塑复合”结构兼具金属的刚性与
塑料的耐腐蚀性，是传统混凝土管、铸
铁管的升级替代产品。山西天星新型
管业制造有限公司目前可生产直径
300mm 至 2000mm 规格的全系列产
品。其中，1.2米以上规格的生产能力
在山西省独此一家。

山西天星新型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作为山西天星能源产业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深耕全塑 PPR 管、HDPE 大口
径缠绕结构壁管、HDPE 大口径双壁
波纹管、HDPE 钢带增强聚乙烯螺旋
波纹管、PE-RT 地暖管等五大系列
管材及管件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
市政、工业、农业等多领域。多年
来，企业坚持“技术迭代+智能制造”
双轮驱动，2024 年研发设备投入超
500 万元，新增 9 项专利授权，主导
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山西省前三
名，年产值突破 1.2 亿元。凭借硬核
实力，公司先后斩获“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
多项荣誉，成为华北地区新型管材
产业的领军企业 。

（徐军）

山西天星新型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迭代“加速度” 领跑管业新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