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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现

在种地可太省心了，机器一溜烟就把

玉米和大豆种好了，比咱自己干快十

倍。”4月28日，介休市义安镇乐善村

的田垄间，覆膜机与旋耕施肥播种机

的轰鸣声交织，村民赵中林站在田埂

边，望着来回穿梭的农机笑得合不拢

嘴。今年，义安镇再度铺开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用科技与创新为农户

铺就“一季双收”的致富路。

在乐善村的农田里，高性能新型播

种机正精准地将大豆和玉米种子播撒

进土壤。“我们采用‘4+4’种植模式，让

玉米和大豆高低搭配、优势互补。”义安

镇农技推广员靳连俊指着整齐排列的

田垄介绍，“玉米不减产，还能多收一季

豆，土地产出率大大提高。”

据了解，自2023年推广该项技术

以来，今年已是第三个年头，农户参与

热情逐年高涨。“义安镇秋粮面积5.5

万亩，目前已种植4万余亩，其中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计划 800 余亩，现

完成500亩，本月底将全部收官。”靳

连俊信心满满地说。

为保障这项技术落地见效，介

休市义安镇早早行动起来。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户种

植技巧；协调种子、肥料等农资供

应，确保春耕“粮草”充足；同时，大

力宣传补贴政策，让农户吃下“定心

丸”。“这些农机不只是在播种，更是

在播撒乡村振兴的新希望。”谈及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义安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们有信心让‘一季

双收’从愿景变为实实在在的丰收

成果。”

本 报 讯 （ 记 者

张凯鹏） 4 月 28 日，记

者从灵石县获悉，近年

来，该县以酸枣种植产业

为突破口，依托酸枣仁产

业园，探索“企业+基地+

农户”发展模式，不仅让

荒山披绿、生态焕新，更

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端

上了“生态饭碗”。

春风拂过，灵石县翠

峰镇回牛村的田野一片

新绿。连片的酸枣种植

基地里，村民们抢抓晴好

天 气 开 展 大 田 育 苗 作

业。午后阳光洒下，大家

头戴草帽，专注地进行装

杯填土，看似简单的操

作，却为酸枣苗的成活提

供了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与回牛

村种植基地隔山相望的胡家岭

村种植基地也是一派繁忙的春

耕备耕景象。层层梯田间，村民

们分工协作，有的弯腰挥锄，有

的分撒肥料，有的填土压实……

锄头起落、肥料飞扬，一幅人勤

春早的画卷徐徐展开。

翠峰村村民徐红伟说：“在这

里干活，早上有人接，中午管饭吃，

晚上再送回家。每个月有稳定的

收入，生活真是越来越好了。”

据了解，这种“家门口就业”

的便利，得益于灵石县酸枣仁产

业园的规模化种植。企业通过

统一育苗、技术指导和保底收

购，让“靠天吃饭”的山地变成了

“稳产增收”的聚宝盆，为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的同时

也让绿水青山成为群众增收的

“靠山”。

灵石县酸枣仁产业园基地

负责人吴鹏说：“酸枣仁产业园

通过这几年不断摸索，现在要基

地有基地，要技术有技术。在产

业发展的过程中，带动周边数百

名百姓实现就近就业，让他们不

出门就把钱赚了，为全县的乡村

振兴贡献了企业力量。”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近

日，走进平遥县香乐乡三家村，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村民们热

火朝天地种植着西红柿、甜瓜等作

物，播撒下新一年的希望。

平遥县香乐乡三家村，是典型

的农业村。过去，这里产业结构单

一，村民们守着土地，收入却难有

大 的 起 色 。 近 年 来 ，该 村 积 极 探

索 ，主 动 作 为 ，大 力 调 整 产 业 结

构，打破单一种植的旧模式，努力

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村民增收致富

开辟新路径。

“从正月开始，大家就忙着育

苗，一直到清明以后，就开始移植。

先是甜瓜、西瓜、南瓜，这几种作物基

本在四月十几号就种上了，到七月份

就能全部收完。接下来就是西红柿，

从四月份开始种，九月份左右基本就

能收完。等西红柿收完，可接着种芥

菜、黄头芥、苤蓝。”香乐乡三家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任启贵，一边

查看作物长势，一边详细介绍着村里

的种植安排。

三家村地处汾河灌区，土地资源

得天独厚。过去，村民们主要种植

玉 米 和 西 红 柿 ，产 业 结 构 相 对 单

一。如今，村里整合村集体和农户

土地资源，走上多样化发展特色产

业之路，充分挖掘市场潜力，经济效

益节节攀升。

“甜瓜、西瓜每亩地平均收入5000

元左右，七月份收完后种上蔬菜，一亩

地还能再收入3000元左右，这样算下

来，一亩地一年能收入八九千块钱

呢。西红柿年景好的时候，每年每亩

地能收入2万多块钱，就算年景不好，

一般也在1万块钱以上。”任启贵掰着

手指头，给记者算起了增收账，脸上满

是喜悦与自豪。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三

家村借助优良的育苗技术和适合

西红柿生长的沙土土壤，扩大种植

面积，对西红柿进行精深加工，有

效提升产品附加值，为村民带来可

观收益。

产业发展是增强农村内生发展

动力的源泉，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

础和关键。三家村依托特色种植优

势，真抓乡村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让土地生金，农民增收。展望未来，

任启贵信心满满，“明年育苗的时

候，我计划发动村民在自家院子里

多搭几个小棚，扩大种植规模。一

定要把三家村的经济搞上去，让每

家每户都富起来！”

特色种植领航 驱动产业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职工书

屋”宛如一座知识的灯塔，是职工阅读

学习、增长才干、练就本领的重要文化

阵地，在职工的精神世界里熠熠生辉。

在世界读书日期间，榆次潇河湾社区的

“职工书屋”更是被浓郁的文化氛围所

笼罩，一场以“品书香雅韵，建学习型社

区”为主题的读书活动在此温馨上演，

奏响了一曲知识与成长的美妙乐章。

踏入书屋，仿佛置身于一个知识的

海洋。大家围坐在一起，挑选自己感兴

趣的书籍开始阅读，交流读书心得，并

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籍。潇河湾社区“职

工书屋”藏书3000余册，涵盖政治法律、

哲学心理、历史文化、生命科学、文学经

典、名人传记等类型。为了营造浓厚的

社区文化氛围，提升职工素质，该社区

工作人员对书屋的书籍进行了分类整

理并编号管理，方便查找。大家表示，

平时工作繁忙，很难抽出时间来阅读，

此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大家对阅读的热

爱，更为大家沉浸式读书提供了良好的

机会。

近年来，为满足职工多元化、多方

面的文化需求，市总工会不断创新“职

工书屋”建设的形式载体，采取“职工书

屋+”模式，打造集理论宣讲、技能培训、

活动拓展等功能于一体的学习阵地，积

极组织开展技能人才交流培训、职工技

能竞赛、主题阅读等活动，实现了“职工

书屋”由“建”到“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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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书屋”
掀起阅读新风尚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为弘扬好家风，传递正能量，促

进社区居民对优秀传统家风家

训的传承，近日，晋华街道办妇

联携手馨雅苑读书会在街道办

二楼大会议室举办“点亮千盏

灯，温暖百万人”家风家训读书

会进社区启动仪式。街道办各

社区妇联主席带队组织辖区党

员、读书爱好者及热心公益志

愿者等70余人参加。

在启动仪式上，读书会会

员发表了各自的读书感悟，以

及诵读家训给自己带来的改

变。在杨维琦老师的带领下，

全体与会人员集体诵读中华家

训经典篇章，在诵读中感悟传

统家风家训的智慧。街道妇联

向广大居民发出倡议：共诵家

训滋养家庭和谐，促进邻里互

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文化凝聚社区温情。

本次启动仪式标志着该系

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后续将

通过专家讲座、读书分享会等形式持续

开展家风家训传承活动，不断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社区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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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书香山西
助力文化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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