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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昔阳县深入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将培育多样化农业产
业作为促农增收的重要抓手，在因地制宜发
展传统特色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和培育
具有市场潜力的农作物品种，以产业振兴为
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近日，走进孔氏乡郝家村板栗种植基
地，一派繁忙的劳作景象映入眼帘。工人
们正熟练地对板栗树进行整形嫁接，这项

技术的应用让板栗亩产达到 500斤，比过
去增产50%。

孔氏乡山多沟深，但气候温暖、水源丰
富，正适宜板栗这种干果作物生长。近两年，
在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部门的支持下，当
地大力发展林果产业，目前已种植2万多亩板
栗、3万多亩核桃，全乡22个专业合作社、近
1500户种植户参与其中，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孔氏乡林果产业技术顾问刘文山说

道：“我们因地制宜规划布局，高山远山发
展生态林，底山近山种植板栗，高地滩地培
育核桃。通过林权制度改革，把闲置荒山
的资源属性变成资产属性，再引入资金开
发，让‘沉睡资源’变成‘增收活水’。”

随着林果产业蓬勃发展，具有生长周
期互补、土地高效利用的林下中药材种植，
也成了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法宝。目前，
全县林下经济的中药材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了5700余亩。
昔阳县林下中药材种植户刘建平介

绍：“我种的是兰花地丁和蒲公英，一亩地
好的时候能产 150公斤左右，算下来一亩
地能收入四五千块钱。”

如今，板栗等新型干果产业已形成
规模效应，全县林果产业种植面积达到
20 余万亩，总产量 6200 吨，总产值 5800
余万元。 （张颖）

昔阳县

林果飘香富山乡 多元产业促振兴

本报讯 今年以来，昔阳县鑫泰养殖有
限责任公司深耕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全力
推动生猪养殖向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方向
发展。

每天清晨，公司总经理王浩男都会对
厂区例行巡查。作为年轻的“新农人”，他
深知养殖细节的重要性，卫生、用药、消毒、
通风，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着生猪的健康成
长和养殖场的稳定发展。沿着厂区通道，
他仔细排查每一处角落，发现问题立刻记
录并督促整改，还不时向新员工耐心讲解
操作要点。

目前，公司固定资产 6000 余万元，满产
存栏 2200 头母猪，年出栏 5.5万头优质三元
商品仔猪。占地75余亩的厂区内，现代化猪
舍面积达 3万平方米，配套 3000多平方米的

机械饲料加工厂房和库房。其生产水平和繁
殖效率达到国内一流，在高PSY、低死亡率、
无抗养殖和可持续发展等核心指标上，已接
近欧洲先进水平。

王浩男说：“公司通过‘用工+代养+合
作’模式，带动周边 200余户农户年增收 380
万元以上，带动 4个村集体年增收 40万元以
上。此外，通过玉米购销、有机肥还田，间接
带动1000余户农户年节省化肥、增产增收50
万元以上。”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公司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通过多种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和村集体
增收致富。公司吸纳30余名脱贫户就业，人
均年增收 6万元；2024年，为 100余户脱贫户
代养高产种猪，累计分红8万余元。同时，公
司每年以高于市场价 40 元/吨的价格，采购
附近乡镇脱贫户玉米，并铺设液态有机肥还
田管道，为周边农户提供免费有机肥，年节省
肥料5万元。

与此同时，公司从国外引进优质法系种
猪，采取“公司+农户”的经济联合形式与农
户建立合作关系，以点带面，辐射和带动了周
边一大批农户增收致富。

（王晓贤 孔令宏 郑晓飞）

昔阳县

生猪产业蓬勃起 乡村振兴动力足

本报讯 连日来，昔阳县大寨镇
郭庄村郭庄水库民宿改造项目正有
条不紊地推进。项目以打造渔家文
化特色民宿“坝上朴舍”为目标，致
力于为游客构建集休闲、娱乐、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高品质度假目的地。

郭庄水库民宿改造项目凭借其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资源脱颖而
出。民宿选址临近水面，坐拥绝佳观
景视野，而且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
为改造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造
方案的核心理念是最大限度地保留
原有建筑，并对其进行精心改造提
升。与此同时，场地景观环境的升级
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工人们加紧打造
观景休闲空间，将原有建筑与自然景
观和谐相容。

郭庄水库民宿改造项目负责人翟
东杰介绍，项目以渔家文化为主题，将
渔业工具巧妙融入装饰细节，让游客
能够沉浸式体验渔家生活。在这里，
不仅能品尝水上风味美食，还能全方
位感受渔家文化气息。目前，施工现
场的建筑外观已初具雏形。

“坝上朴舍”总占地面积 5300 平

方米，建筑面积 2500 平方米，其中新
建面积 1500 余平方米。民宿规划有
27 间风格多样的房间，涵盖套房、标
间、大床房、亲子房等类型。此外，项
目还配套建设餐厅、户外烧烤及娱乐

设施等，能满足公司团建、会议接待、
文化活动等功能需求。郭庄水库民
宿改造项目的建成将为当地旅游业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张渊杰）

昔阳县郭庄水库民宿改造项目

渔家风情民宿焕新 赋能乡村旅游发展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乡村营商

环境，近日，昔阳县营商环境局积极践
行“1234”服务机制，深入界都乡长岭
村，为当地村民贴心提供营业执照办
理与更换服务，切实解决村民办事路
途远、手续繁琐等问题。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热情为村民
详细讲解营业执照办理和更换的流程
及相关政策。当天，“翟家农家乐饭
店”“爱吾庐农家乐”等 7 家乡村经营
主体成功申领营业执照，为乡村特色
餐饮、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同

时，“焦棠小卖部”等经营户也顺利
完成经营范围更换，满足了业务拓展
需求。

今年以来，昔阳县营商环境局创
新推出“1234”服务机制，即一延时、两
帮办、三免费、四提醒，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全方位、闭环式服务。此次下乡
服务正是该机制的生动实践，体现了

“两帮办”中的上门帮办服务，让村民
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实现“少跑腿”
甚至“零跑腿”，切实提升办事便捷度
和满意度。

“服务在身边，办证很简单！”昔阳
县营商环境局党组成员王慧芳介绍，
该局今年专门组建了上门帮代办队
伍，既主动提醒证照临期，又针对老年
人和残疾人等提供营业执照和各类经
营许可的“上门帮办”服务，让市场主
体把跑手续的时间省下来，把经营主
体的时间提上去，真正打造‘昔心办
阳光办’的营商环境品牌。

未来，该局将继续深化“1234”服
务机制，持续开展更多类似的便民服
务活动，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
量，为乡村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
贡献更多力量。 （梁译方）

昔阳县营商环境局

送证下乡激活乡村经济

本报讯 走进昔阳县蕴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现
代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工人们专注操作。自成立
以来，公司始终秉持“品质至上”理念，严选优质麦
芽、啤酒花、酵母与纯净水，将传统酿造工艺精髓与
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精心雕琢每一瓶精酿啤酒。

公司总经理翟志霞介绍：“公司是昔阳县唯一一
家专注于做精酿啤酒的企业，我们致力于为消费者奉
上口感纯正、品质卓越的产品，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和
喜爱精酿啤酒文化。”

该公司位于大寨镇东沟村，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
米，业务涵盖精酿啤酒制造和饮料销售两大领域。目
前，已成功推出经典黄啤、醇厚黑啤、果香四溢果啤等
多种不同口味和风格的精酿啤酒，年产量达500吨，充
分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口味需求。

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优先
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东沟村村民乔海星感慨：“啤酒厂
建在家门口，不仅上班方便，每月 2800元的收入也让
生活更有保障。”

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与良好的市场口碑，公司产
品不仅在本地畅销，更逐步打开左权、阳泉及河北邯郸
等周边市场。谈及未来规划，翟志霞充满信心：“随着
市场需求持续增长，我们计划扩大生产规模，持续提升
产品品质，全力打造区域知名精酿品牌，为昔阳经济发
展注入更多活力。” （张颖 郭佳雨）

昔阳县蕴泽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实现品质口碑“双提升”

本报讯 近日，在 110千伏高家岭变电站 10千伏硕晶
线接火作业现场，一台 1000千瓦中压发电车轰鸣启动，成
功将10千伏井沟线负荷无缝切换至临时供电模式，实现了
接火期间 23台配变、800余户居民全程“零停电”。这是国
网昔阳县供电公司配网建设从“停电作业”向“无感服务”迈
进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本次作业需对10千伏1母线停电，为保障母线
“停电”线路“不停电”，国网昔阳县供电公司引入10千伏中
压发电车，通过带电作业直接接入线路，以“并网供电、无缝
切换”模式破解转带困局，接入与退出全程不停电。

为确保此次带电作业接火工作顺利开展，国网昔阳县
供电公司太行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和青年突击队组建临时
保电小组，提前一周完成线路负荷测算、并网点参数校核。
通过现场勘查，定制化设计发电车接入路径，编制“一线路
一方案”，明确4大阶段11项关键操作节点。同时，作业期
间强化现场管控，作业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发电车
并网期间电网运行安全稳定。

“我们坚持‘能转不停、能带不停、能发不停’原则，这次
通过‘带电搭接+中压发电’组合技术，既完成了新线路接
火工作，又让老百姓用电‘毫无察觉’。”现场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该技术避免传统作业模式下4小时的停电影响，有
效减少电量损失。下一步，公司将认真总结本次作业经验，
不断提高作业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大力推广中压发
电车在各类检修作业中的应用，为县域核心区、乡村偏远地
区提供差异化不停电解决方案，以技术革新助推供电可靠
性向更高标准迈进。 （杨德期 张震）

国网昔阳县供电公司

“带电+发电”
实现用户“零感知”

孔氏乡郝家村板栗种植基地

鑫泰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生猪养殖区

郭庄水库民宿改造项目现场
工作人员在活动现场为村民讲解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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