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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马 永 红）

“这脱毒甘薯苗，看着就精神，种下

去，产量肯定差不了。”7月13日，在

晋中国家农高区设施农业示范基

地，前来取经的种植户张保国，满眼

羡慕地看着大棚里郁郁葱葱的甘薯

苗，忍不住跟身旁的山西农业大学

甘薯研究团队专家攀谈起来。当

天，一场关于甘薯种植的科技变革，

正在这里悄然上演，晋中国家农高

区和山西农业大学甘薯研究团队把

脉甘薯种植，全力探索脱毒健康种

苗繁育技术，为“特”“优”甘薯产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步入示范基地大棚，仿佛置身

绿色海洋，一株株脱毒甘薯苗排列

整齐，茎秆粗壮、叶片翠绿，在微风

中轻轻摇曳。山西省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岗位专家、副研究员武小平穿

梭在苗田间，手法娴熟地进行修

剪。他笑着向记者介绍：“咱这甘薯

脱毒快繁技术，可比传统繁育强太

多啦，脱毒试管苗直接移栽进温室

大棚，繁育周期可大大缩短。而且，

全程在室内操作，一年到头都能灵

活安排生产，种苗质量也更有保障，

感染病毒病的风险也小多了。”

目光转向山西农业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甘薯苗组培实验室，又是一

番忙碌景象。硕士研究生们身着无

菌服，在超净工作台前全神贯注，依

次进行茎尖脱毒、高温灭菌、离体培

养等关键工序。光照培养架上，玻

璃瓶里嫩绿的甘薯脱毒苗在培养基

的滋养下，舒展身姿、茁壮成长。李

楠作为其中一员，详细讲解了操作

流程：“先在田间挑出表现优良的甘薯植株，洗

净消毒后，在超净工作台里剥离0.2到0.3毫米

的茎尖分生组织，这部分细胞病毒极少。接着

把它接种到特制培养基，在恒温、光照环境下诱

导成苗，再通过病毒检测技术验证脱毒效果。

确认没问题后，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大量扩繁，这

样就能培育出优质脱毒种苗，从源头上解决病

毒病影响甘薯产量和品质的难题。”这项由晋中

国家农高区和山西农业大学甘薯研究团队探索

推广的脱毒快繁技术，可不是纸上谈兵。它成

功将新品种、新技术从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实

实在在解决了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健康种苗

这一“卡脖子”问题。山西省薯类产业技术体系

专家、助理研究员贾峥嵘对技术成果信心满满：

“我们靠着200亩示范基地，能辐射周边约两万

亩甘薯栽培面积，太原、晋中、吕梁等地加起来，

大概七万亩地都能受益。结合咱的栽培技术和

脱毒种苗，每亩能增产20%，提质增效500元不

在话下。”

据了解，目前甘薯科研团队已鉴选出12个

适合我省各产区主栽的脱毒甘薯品种，还拥有5

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这些成果不仅推动山西

甘薯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种业攻关和种植技术

集成，更让科技成果惠及万千农户。 接下来，晋

中国家农高区和山西农业大学甘薯研究团队将

采取产学研合作模式，联合政府、企业、合作社

和种植大户，探索构建“科研单位+农资企业+种

植大户+种植基地”的产业化示范推广新路径。

同时，将紧紧围绕新品种健康脱毒种苗，开展鲜

食型甘薯新品种及有机高效栽培技术示范，走

出一条契合山西省实际的甘薯产业发展新道

路，让乡村田野处处闪耀“薯”光。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以

前打零工，收入没保障，现在养牛，每

月能拿几千块，日子稳当多了。”7 月

14 日，介休市龙凤镇遐壁村村民老

王，一边给牛添草料，一边笑着对记

者说。近年来，龙凤镇遐壁村瞅准肉

牛产业，巧用“输血、造血、活血”妙

招，不仅让村里有了稳定收益，村民

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走进山西泰鑫农牧有限公司肉

牛养殖基地，标准化牛舍整齐排列，

近千头西门塔尔牛膘肥体壮。有的

悠然反刍，有的甩着尾巴踱步，时不

时发出“哞哞”叫声，一片生机勃勃。

该基地占地47.61亩，6座牛舍宽敞明

亮，库房、饲料库、消毒间等配套设施

一应俱全。为打造专业养殖团队，村

里还组织村民外出学习，邀请专业人

员现场指导。如今，一支成熟的养殖

团队已然成型。“我们根据肉牛不同

生长阶段，科学调整饲料配比，能量、

蛋白和摄食量都有讲究。”山西泰鑫

农牧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恒温

水槽精准调控温度，柴胡饲料不仅散

发清香，还能增强肉牛免疫力。从传

统养殖到科技赋能，从普通配方到科

学配比，养殖基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肉牛养殖之路。

在产业发展中，遐壁村不断强化

自身“造血”功能。今年，村里种植了

360亩饲草，还专门种了柴胡，专供牛

场。同时，建立“双绑”利益联结机

制，引导闲置土地和劳动力向企业聚

集。村民们以土地、劳动力入股，不

仅解决了就业，还能享受分红。如

今，肉牛养殖项目已直接带动 40 余

人就业，销售额达 1300 余万元。“我

们的西门塔尔牛常年存栏 900 头左

右，年出栏 300 余头，特别畅销。”该

负责人自豪地说，“因为吃了柴胡，牛

的体质更好，营养价值更高。湖南、

湖北、广西、江西等地的收购商，早早

就在出栏前下订单了。”

下一步，遐壁村计划围绕肉牛产

业，开展牛肉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同

时推动村集体经济多维度发展。随

着肉牛产业的蓬勃发展，遐壁村正以

十足“牛”劲，大步向前。

幸福小院，是灵石县委、县政

府心系农村老人、践行民生关怀的

生动实践，也是该县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的重要举措。静

升镇立足各村实际，稳步推进幸福

小院建设，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为

乡村养老事业注入新活力。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灵石

县静升镇尽林头村幸福小院负责

人闫金萍和丈夫早已穿梭在田间

地头，采摘新鲜的蔬菜瓜果。回到

小院后，二人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

餐食，只为在早午饭点，能让老人

们吃上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平

日里，闫金萍总是热情地与老人们

拉家常，认真倾听他们对食堂管

理、菜品搭配的建议，力求让每一

顿饭菜都符合老人口味，让他们吃

得舒心、吃得开心。

闫金萍说：“小院是村建民营，

吃饭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

残疾人，咱们中国的传统就是尊老

爱幼，咱们不能丢了，希望通过我

们的服务，让老人们吃好喝好，身

体健康。”

尽林头村幸福小院的前身是

村委大院的闲置房屋，自2024年4

月改建启用后，便成为村里老人们

的“幸福驿站”。这里每天为70岁

以上老人提供早午两餐，每人每天

仅需3元餐费，费用由政府补贴、社

会捐赠和个人共同承担。除了一

日两餐，小院还提供理发、助医等

贴心服务，全方位提升老人的生活

质量。

79 岁的李锦荣是村里的老党

员，也是灵石县作家协会、灵石县

文史研究会的会员。在幸福小院

用餐的两年时光，让他对晚年生活

有了新感悟。李锦荣将这份幸福

写成歌谣，字里行间满是对幸福小

院的感激与赞美。李锦荣说：“我

在幸福小院吃饭两年了，感受非常

好，我创编了一首《尽林头的幸福

院》——共产党就是好，生活处处

关心老，村里办起幸福院，老人吃

着挺方便，饭菜档次挺高的，每餐

凉炒两个菜，儿女不用常牵挂，无

忧无虑度晚年，幸福院里把福享，

感谢伟大共产党。”

谈及幸福小院的未来发展，尽

林头村党支部书记温新义满怀憧

憬：“下一步，我们要加强管理，特

别是在延伸服务这一块，尤其是带

送餐服务，也让行动不便的老人享

受到党的温暖。同时，我们的管理

机制也会逐步完善，使小院保持良

好运行。”

据了解，目前，灵石县静升镇

已建成14个幸福小院。在后续工

作中，静升镇将以现有成果为新起

点，持续优化幸福小院多元服务，

积极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以更贴

心、更周到、更高效、更便捷的服

务，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传递到每一

位老人的心坎上，绘就乡村养老的

幸福画卷。

记者 张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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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肉牛产业链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老人正在用餐 通讯员 刘辉 摄

介休市龙凤镇遐壁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