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近日，

2024 年国家梨产业品牌建设与市场营

销大会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国

家梨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学者、果农、

政企代表近 100 人参会。寿阳县玉露

香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志强受邀

参加，并将寿阳香梨作为山西省唯一

的国家梨体系典型案例，首次面向全

国发布。

近年来，寿阳县玉露香梨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政、产、学、研、用协同合作，加

强科学标准管理，不断引进土壤调理、生

物农药应用等新技术，实现了“水肥管

理、病虫害防治、技术管理指导、专业机

械作业、品牌包装销售”五统一，成功获

得“国家梨体系玉露香梨示范基地”金字

招牌，并被纳入中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依托玉露香梨产业，寿阳县用12年

时间，实现了所在村人均收入从2800元

到3.6万元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

力支撑。

从精准农业到智能化管理、从品种

改良到生态农业，科技正在推动果树产

业向着更加高效、绿色和智能的方向发

展。如今，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建

设和标准化生产的“三品一标”体系，已

经成为寿阳县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

“现在园区总面积达到4600亩，园

区灌溉、监控、气象预报、防鸟防雹、太阳

能灭虫设施实现全覆盖，还配备了科技

服务中心、农产品展示中心、电商运营中

心、技术培训中心、分选包装车间和1.6

万立方米的保鲜冷库等，一个现代化产

业园区初具规模。”侯志强介绍，“我们将

强化市场导向和创新驱动，加快提升采

后处理和加工水平，完善营销流通渠道，

培育创响知名品牌，拓展产业业态功能，

为寿阳县加快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县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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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12 月 10

日，寿阳县西洛镇城治村热闹非凡，一场聚

焦设施果蔬园区的“送安全、送技术、送农

资”活动在此火热开展。寿阳县现代农业

产业发展中心与西洛镇政府携手，为当地

农户带来了冬日里的“及时雨”，助力设施

果蔬安全越冬，保障“菜篮子”“果盘子”稳

定供应。

活动现场，农技人员与农户们欢聚

一堂，共同探讨冬春季节设施果蔬生产

的重点问题。针对防灾减灾、冬季生产

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议题，农

技人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传授了

棚室准备、环境调控等先进技术和宝贵

经验。这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旨在帮

助农户们有效应对极端气候挑战，提升

果蔬的产量和品质。

城治村村民胡宝青对此次活动赞不

绝口：“每年冬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极

端天气会对棚室造成损害。这次活动不

仅送来了农资，还传授了技术，真是太实

用了！”

据了解，此次“三送”活动内容丰富多

样。除了技术培训外，还组织了现场指导

和咨询服务。通过农户自查、园区小组检

查和中心工作组抽查等多种方式，农技人

员对棚室的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排查。

寿阳县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果蔬

特产股副股长祁红英表示：“我们重点向

种植户们传授了安全生产和病虫害绿色

防控知识。希望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手

段，帮助他们提升棚室管理水平。”

此外，农技人员还为农户们配发了优

质的农资产品，并提供了详细的使用指

导。这些举措确保了农资产品的科学合

理使用，为设施果蔬产业的稳定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此次“三送”活动不仅提升了种植户

们的安全意识和科学管理能力，还为设施

果蔬产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为

寿阳县的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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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王 爱 媛） 12 月 16

日，记者走进晋柏岩

农牧有限公司祥兔

园，宽敞干净的兔棚

映入眼帘，棚内兔笼

整齐排列，一只只肉

兔活力满满、圆润肥

壮，一窝窝小兔子蹦

跳嬉戏、活泼可爱，工

作人员忙碌地穿梭在

兔笼间，仔细检查兔

子的生长情况。

晋柏岩农牧有限

公司位于昔阳县赵壁

乡赵壁村，目前拥有

肉兔养殖基地、肉兔

深加工工厂。公司利

用村里多年闲置的土

地资源，充分发挥肉

兔产业的龙头优势，

带领周边农户发展庭

院经济，建设养殖大

棚，把肉兔产业做强

做大，为发展沟域经济、延伸产

业链条、打造高效农业、推进乡

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该公司养殖部总经理王盛

表示，晋柏岩祥兔园现建有现

代化温控兔舍24座，现存栏母

兔种兔 1 万余只，年可出栏商

品兔 40 余万只。祥兔园建在

白羊峪村，用工都是周边村的

村民，项目运营以来，通过村村

联建的方式带动了周边村民就

业和增收。

“在这里工作，不仅离家

近，而且收入可观。”公司员工

郑志华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容，他来自周边的村庄，在这里

有了稳定的收入，月工资加上

提成，已经超过了4000元，这对

于他来说，是一份难得的幸福。

产业兴，百业兴。近年来，

昔阳县把发展特色养殖业作为

群众增收致富的着力点，积极

发展肉兔养殖，实现村有致富

产业、农户有增收渠道，不仅助

推了乡村产业振兴，更是让村

民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稳

步踏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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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上门收集 村容美人居净
本报讯 （记 者 史 俊 杰 马 永 红）

近日，走进介休市义安镇的村庄，一场

垃圾处理的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乡村

的面貌。每天上午和下午，在义安镇孔

家堡村的大街上，垃圾上门收集车欢快

的喇叭声准时响起，村民们拎着当天产

生的垃圾，有序地投放到垃圾车上，曾

经垃圾堆积、二次污染严重的景象一去

不复返，“垃圾不落地”成为了这里的新

常态。

“以前人们都往垃圾点上倒，隔一

段时间收拾一次，造成了二次污染。现

在上门收集垃圾挺方便的，环境卫生提

高了一个档次，居住环境越来越舒畅。”

义 安 镇 孔 家 堡 村 村 民 郭 映 孝 笑 着 说

道。 义安镇孔家堡村网格长郭涛也深

有感触：“原来设置垃圾点、垃圾池，垃

圾做不到日清日运，遇到不好的天气，

白色垃圾满天飞。开展垃圾上门收集

以来，这种现象得到了彻底改善，也得

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

据悉，垃圾处理一直是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关键难题。义安镇根据镇域

实际情况，积极探索长效保洁“良方”，

从今年起，大力推进垃圾中转站建设，

在原有义安村一处生活垃圾压缩中转

站的基础上，新建万户堡生活垃圾压缩

中转站，提升了全镇垃圾集中收集转运

能力。同时，在孔家堡村创新试点，取

缔生活垃圾池，开展生活垃圾上门收集

行动，并于今年 11 月出台《关于加强义

安镇农村人居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通

知》，对全镇人居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进

行 统 筹 规 划 ，将 农 户 生 活 垃 圾 上 门 收

集、转运至垃圾压缩中转站，最后由市

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处理的模式，在

全镇 13 个村全面推行。

义安镇副镇长张玉婷表示：“孔家

堡 村 作 为 创 新 试 点 ，实 行 垃 圾 上 门 收

集 举 措 ，形 成 了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经

验 做 法 ，下 一 步 将 在 全 镇 实 施 ，努 力

实 现 人 居 环 境 由‘ 一 时 美 ’向‘ 一 直

美’转变，树立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的

义 安 样 板 ，让 村 民 们 享 受 清 洁 、舒 适

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