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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 农村饮水安全

涉及千家万户，既是民生，也是民心。今年以

来，为进一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介休市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保障人员、协调、联动到位，多

措并举，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改造项目，让群众早

日喝上“健康水”“安全水”“放心水”。

近日，在张兰镇穆家堡村和张原村供水管

网改造工程项目现场，大型器械正忙着对路面

进行开挖，工人们对施工现场进行了围挡，加快

推进管槽开挖等作业，为铺设管道做准备。

山西六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任勇

说：“张兰镇穆家堡村，图纸设计700户，目前已

完成530户，剩余170户计划5月底完成；张原

村图纸设计 840 户，目前已完成 230 户，计划 7

月底完成剩余工程量。”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介休市项目施工

工作面已覆盖9个乡镇81个村，施工人员已到

位600余人、投入大型机械设备90余台，工人们

加班加点，整个项目进入“加速”模式。目前，该

项目已完工50个村庄，铺设给水主干管网252

公里，改善了1.76万户5万余村民的用水条件。

“健康水”“安全水”“放心水”连接着民生。

一条条供水管道的加速铺设，是介休市水利提速

供水保障的缩影。下一步，介休市水投公司将加

大力度推进其他乡镇的供水建设，持续补齐农村

饮水安全短板，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能力。

介休市水务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王云亮说：“公司坚持把农村饮水安

全工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头等大事来抓，按

照介休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抢抓施工黄金

期、加快工程进度、规范工程管理、严把工程质

量，确保圆满完成介休市政府确定的全年50个

村庄管网改造任务，早日让受益村居民喝上‘健

康水’‘安全水’‘放心水’。”

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近日，为推动乡村产业振

兴，培育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灵石县王禹乡积极践

行“千万工程”经验，挖掘资源禀赋，紧抓开展果树换季管理

的关键时节，举办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培育富民产业暨干

果经济林培训会，进一步提高果农技术管理水平，为果农增

收打下坚实基础。

“修剪要根据核桃树的品种特性进行，修剪后通风、透光

条件良好、光照充足，树干内就会形成很多结果枝。不及时

修剪，会降低核桃树的营养吸收率，如果通风透光条件差，还

容易发生病虫害，影响产量。”在王禹乡举办的干果经济林培

训会上，灵石县富美农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志岗作为授课

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

李志岗说：“今天除了简单的修剪知识外，我们还要学习

用插皮舌接的方法进行品种改良，在嫁接过程中，要严把采

穗关、储存关、接树操作关、套袋关、放风关，才能保证接树质

量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伤口愈合好。”

据了解，此次干果经济林培训会，灵石县王禹乡采用政府

搭台、企业唱戏、核心技术力量带头、辐射带动更多群众参与

的模式进行。培训中，授课老师采取现场教学、实践操作、面

对面指导的方式，向大家讲授果树管理技术操作流程及果树

管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内容，让在场群众进一步了解和掌

握了林果产业相关种植技术，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负责授课的几名老师，都是田间地头辛勤耕耘了大半生、

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土专家”。他们通过将理论

知识的系统讲解与田间地头技术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让全乡

干果经济林作物种植能手和技术带头人增知识、强本领，激发

大家发展产业的信心和决心。

“通过这次技术培训，我学到了野生酸枣改造利用提高

经济效益的实用技术，为我增加收入提供了技术支撑。”参

加培训的王禹村村民李红说。

发展林果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之一，果林的产

量和质量是决定产值的重要因素。通过此次理论加实操的

培训，灵石县王禹乡大力推广以高接换优为主的春季核桃树

管护和酸枣树修剪两项实用技能，带动全乡技术力量和种植

大户学习掌握，为下一步在全乡范围内稳固核桃树种植、推

动酸枣树种植、拓宽群众增收路径打下了良好基础。

介休市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改造项目

工作人员正在张原村进行开挖作业。 通讯员 李志强 摄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

员 范晓嘉） 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近日，太

谷区北洸乡13个行政村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小切口，汇聚乡村治理大合力，下

好人居环境整治“四步棋”，不断擦亮

“生态北洸”绿色名片。

全方位发动，下好宣传引导“先手

棋”。该乡悬挂起学习“千万工程”、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等标语，向各村发出村

庄环境卫生倡议书，利用微信群、大喇

叭等大力宣传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

营造了上下同心、人人参与治理环境的

浓厚氛围。

全村域治乱，下好环境整治“关键

棋”。紧盯“六化”“一拆三清一改”，该乡

共出动机械80余次，清理交通沿线积存

建筑垃圾和清理农业生产废弃物220吨，

清理沿线杂草 50 公里；修补喷刷墙体

1620平方米；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填补坑

洼路面3处；在北洸、南张新建两座垃圾中

转站并投入使用，清运垃圾383吨。

不间断督查，下好责任落实“制胜

棋”。该乡充分发挥督查利剑和综合执

法改革优势，分阶段、分重点不打招呼

进行环境督查，采取“定点督查+随机抽

查+红黑榜曝光”考核形式，对村内环境

卫生开展综合整治，在各村形成“创优

争先、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建实效机制，下好长治长效“保障

棋”。形成了主要领导上手抓、分管领

导重点抓、包村干部具体抓、各村主干

协同抓的工作责任机制，充分发挥落实

“网格化”管理作用。该乡主要通道全

部明确路长和保洁员，乡、村两级干部

全部下沉一线，带头参与行动，严格目

标和责任到岗，坚决避免进入边整治边

反弹的怪圈。今后三年，北洸乡将继续

狠抓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刷新乡村“颜

值”，实现人居环境由“一时美”向“常态

美”转变，推动实现乡村“整体美”。

北洸乡党委书记段传瑞表示，环境

整治之后，该乡将继续做好“三台酥梨、

井神仙桃、白城玉露香”等“土特产”文

章。发挥农谷核心区建设优势，不断增

强北洸农业品牌影响力。提速“重点

村”建设，重点将北洸、北张、西山底等

打造为精品示范村，紧扣文化名村、产

业强村、生态美村等村情特点，循序渐

进、因地制宜辐射带动白城、曹庄等 10

个行政村完成综合治理、提档升级，实

现干净、整洁、有序。打好“农文旅”品

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农旅结合，打

造北洸晋商文化游、农耕体验游、养生

健康游精品线路。聚焦乡村治理，全方

位打造“一堡垒五中心”，立体化建设

“智慧网格体系”，凝心聚力加强党建引

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生态底

色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