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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娟） 人勤春

来早，功到秋华实。2月4日（农历正月

初七），年味儿还未完全散去，和顺县

喂马乡关家窑村的鑫盛源养殖专业合

作社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穿上雨

靴、换好衣服，走进猪舍，推上开关，全

自动喂料机运转了起来，小猪们争先

恐 后 地 挤 到 食 槽 前 ，欢 腾 地 吃 起 食

来。该合作社负责人王素华介绍：“全

自动化养殖让猪仔们吃的是配方营养

饲料，可实现自动投料、自动饮水、自

动刮粪、零污染排放，保障小猪崽健康

成长。”

在王素华的陪同下，记者走进猪

舍，整齐排列的标准化养殖圈舍映入眼

帘。这里干净整洁，空气中没有丝毫异

味，随处可见空气监测仪、料线输送系

统等高科技设备，猪崽们在这样的环境

中悠然自得。

“我们猪场自 2012 年建成以来，经

历了从人工饲养到智能化养殖的转

型。”王素华一边和技术人员探讨着冬

季防疫工作，一边向我们介绍，“2017

年，我们决定引进自动化设备，减少人

工工作量，提升养殖效率。2018 年，自

动料线化和自动清粪系统正式投入使

用，效果立竿见影。猪的健康程度大大

提高了，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一旁的技术人员张园接过话茬：

“是啊，特别是我们养殖的加系猪，它们

吃得多、泌乳性强、后期生长迅速。我

们对饲养管理严格把控，包括免疫和消

毒都一丝不苟。这样一来，肉料比低，

生长速度快，效益自然就上去了。”

提到效益，王素华更是难掩喜悦：

“合作社由能人带头、全体村民入股组

建，总投资达到了 1000 万元。现在我

们有 26 栋新建猪舍，年存栏繁育母猪

500 头、育肥出栏肉猪 1 万头，纯利润

达 200 万元，可解决就近 70 多位农民

就业增收。”

喂马乡关家窑村村民王仲林就是

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说：“我在猪场主

要负责送料、粉料，一个月能挣 3000 多

块，一年下来就是4万多块钱。在家门

口就能挣钱，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如今，种猪繁育已成为关家窑村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在这里，智能

化生猪养殖不仅激活了发展密码，更让

村民们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通讯员 程煜媛） 春

节期间，行驶在全长26公里的榆社县云竹湖环湖公路

上，沿途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环湖骑行令人心旷神怡。

榆社县云竹湖环湖公路作为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榆社境

内的主要部分，串联了景区内的景观景点、项目业态，让

游客全方位体验红色研学、水上运动、骑行、跑步、垂钓

等休闲娱乐活动。

榆社县是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富水县，素有“太行

明珠”美誉的云竹湖坐落境内。近年来，榆社县坚持生

态优先、保护为重、合理开发，积极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引进多元主体，统一规划、节点开发，累计投资28亿

余元，相继建成酒店、码头、亲水步道、接待中心等一批

旅游功能设施，以及森林剧场、水上运营中心、全地形车

基地等一批旅游体验项目，打造了“一环两河三岛四湿

地”独特景观，实现“四季有景、山水共生”，形成湖畔露

营野炊、湖边垂钓戏水、湖面游船赏景、湖上低空飞行等

多元化旅游业态。

在此基础上，榆社县不断丰富业态培育，打造“休

闲＋度假”“文旅＋体育”体验，打造现代都市人远离喧

嚣、回归自然的“休闲乐园”的同时，“文旅＋体育”名片

不断放大，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激活经济新业

态。该县还创新开展“文旅＋低空经济”，引进实施投资

1.98亿元的云竹湖华舰山河国际航空飞行营地，持续释

放低空经济消费活力。

2024年10月底，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榆社境内全线

贯通，总里程181.5公里，沿途建成休闲服务区3个、房

车营地1个、停车场3个，以及人行步道、骑行道等文旅

服务设施，打通了通往景区景点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展示榆社文化底蕴和对外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着

基础设施和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云竹湖业态项目不断

丰富，休闲体验更加多元，山水生态型康养度假区建设

成效初显。2024年以来，该县接待游客50余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约1.5亿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的同时，带动了偏良、岩良等周边乡村发展。

目前，榆社县以创建云竹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引

擎，打造了“山水云竹、化石之乡、古建之乡、帝王故里、

佛教殿堂、革命老区、生态厨房”等7张旅游名片，构建

了“游云竹湖、登文峰塔、探古化石、赏霸王鞭、品农家

饭”旅游产业格局，逐步实现“一景引领”向“全景榆社”

转变，春节假期，吸引了一批批游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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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序更迭，新春贺岁。当万家灯火点亮团

圆之夜，晋中市儿童福利院里的温情故事也在

悄然书写。是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是干部职

工的倾情守护，让这个“特殊家园”里的孤残儿

童感受到浓浓年味，感受到温暖祥和。

深深牵挂，枝叶总关情。春节前夕，省民

政厅、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走进晋中市儿童福

利院，为孩子们送来了新春礼包和暖心祝福，

并叮嘱工作人员：“孤残儿童是全社会最柔软

的牵挂，一定要确保孩子们吃得饱、穿得暖、

心里甜。”市民政局机关党委副书记陈元同步

跟进安全检查，从消防设施到厨房设备逐一

排查，要求“安全无死角，责任到人头”。这份

自上而下的关怀，如冬日暖阳般照进了孩子们

的心田。

寄养家庭里的孩子过得怎么样？他们还

好吗？春节前，市儿童福利院党支部书记、院

长张洁带领团队奔赴寿阳、榆社等地寄养家

庭，将棉衣、文具和防寒物资送到孩子们手

中。在寿阳县一户寄养家庭，张洁轻抚孩子新

换的棉鞋问道道：“：“鞋子合

脚吗？学习跟得跟得上吗？”

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寄养

家长动容：“孩子在这里，

和亲生的一样。”走访中，

工作人员同步检查用电

用气安全，确保每个孩子

都能在“寄养家庭”环境

中平安过节。

除夕夜，市儿童福利

院食堂里张灯结彩，张洁

系着围裙，与职工们共同

包饺子；副院长李晓刚带

着孩子们贴上了自己亲

手剪的窗花，挂起了自己折叠的灯笼。圆桌

上，象征“年年有余”的红烧鱼、寓意“甜甜蜜

蜜”八宝饭令人食欲大开。16岁的孤儿党慧眼

眶泛红：“以前总觉得‘家’是个陌生的词，现在

这里就是我的家。”炊烟袅袅中，20余名孩子与

“家长”们举杯同庆，欢声笑语穿透寒冬。

“2025年，愿我们的孩子脚下有路、远方有

光！”职工与孩子们录制的新年视频刷屏朋友

圈。手语节目《新年钟声响起来》中，孤儿乖乖

用手势“唱”出祝福；护理员李阿姨在镜头前哽

咽：“看着孩子们一年年长大，就像看着自家娃

娃出息了。”这些视频通过网络传向全国，让更

多人看到孤残儿童向阳而生的力量。

生长在新时代，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如何

让孤弃儿童、困境儿童在同一片蓝天下共享幸

福与欢乐，这是每一位儿童福利工作者孜孜不

倦求索的初心。春节期间，在这个万家团圆的

节日里，市儿童福利院60余名职工全员在岗，

他们以“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的誓言，映

照着自己的初心，也托举起孤残儿童的未来。

智能养猪“拱开”乡村振兴致富门
新春里的养猪人：

晋中市儿童福利院里的幸福年

爱润孤苗绽芳华
记者 路丽华 史俊杰

晋中市儿童福利院给孩子发放新年礼物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