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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三晋大地，春风拂绿，春耕正
忙。汾河谷地的良田上，智能化灌溉设
备正精准输送水肥；太行山区的梯田里，
植保无人机掠过田垄，在空中划出银色
弧线；智能墒情监测仪扎根地头，24小时

“把脉”土壤干湿……作为我国北方重要
的农业省份之一，山西正以科技为引擎，
沿着种业创新、智慧灌溉、数字转型等主
线，在15.6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奋力
书写现代农业的崭新篇章。

种业“芯片”：
从南繁北育到“晋种突围”

近日，山西海霖食品有限公司将
“晋杂109”正式命名为“醋粱1号”，并确
定为企业酿造山西老陈醋的专用高粱
品种。这是继山西汾酒之后，我省高粱
育种成果迅速转换为产业新质生产力
的又一重大标志性事件，开辟了我省酿

醋业有了专用品种的先河，为有3000年
历史的山西老陈醋产业复兴注入了强
劲的科技动力。

3月14日，全省农业科技工作暨中
部粮食一年两作、两年三作技术模式推
进会在太原举行。会议对全省农业科
技创新及推广应用和中部地区粮食作
物一年两作、两年三作试验示范工作进
行了全面部署，为我省农业科技创新锚
定方向。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孙京民在会上提出，要聚焦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围绕种子和耕地
两个要害，抓好良种攻关、地力提升、农
机装备、养殖节粮、加工增值、生态环保
等6方面技术创新。以育种联合攻关为
主要抓手，力争育成口感好、品质佳、营
养丰富、多抗广适的“晋系”新品种。

在位于应县南河种镇的鑫硕丰种
植专业合作社智能化育苗车间内，一台

名为“全自动育苗播种机”的设备正在
高速运转，从基质填充、精准打孔，到播
种覆土一气呵成，每小时可育苗完成400
多盘育苗工作。为了提高育苗质量和效
率，该合作社还引进水肥一体化、温控等
智能化设备，可以精准调控大棚内的温
度、湿度，确保菜苗在最适宜的环境中生
长。该合作社负责人刘海兵说：“我们引
进的是全自动洒水设备，它洒水均匀，不
仅提高了出苗率，还节约了人工成本，减
少了开支，好处太多了。”

旱作“智变”：
黄土坡上的“水科技”革命

从农田灌溉自动化，到灌溉方式高
效化，再到用水计量精准化管理，我省
各大灌区依托数字孪生灌区建设，大力
强化新装备、新技术应用，开启了一场
灌溉更智慧、更高效的“水科技”革命。

汾河灌区是我省最大的自流灌区，
承担着太原、晋中、吕梁3市7县（市）49
个乡（镇）103.97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
2024年以来，山西汾河灌溉管理有限公
司加强智慧灌区建设，引进数字化管理
系统，对公司各个中心进行升级改造。
汾河灌区汾东供水管理中心负责人李
国元介绍：“目前，汾河灌区共安装测
控一体化闸门119套，实现了斗口以上
全部精确计量、自动控制和远程控制，
推动传统灌溉向高效节水灌溉转变。”

在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曲村，种植
户董会龙的 800 余亩麦田见证着这场

“水科技”革命。为了实现科学的水肥
管理，今年他购置了水肥一体施肥器，
对地块精准施肥。随着气温逐渐变暖，
小麦进入到起身期，从过去的营养生长
阶段逐步过渡到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

并进阶段，这个时期积极开展水肥管
理，对于增加小麦穗粒数至关重要。

董会龙的手机APP上，土壤墒情数
据与气象预报联动，让每滴水都发挥出
最大效用。

数字耕耘：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升级

如果说种业和水资源管理是农业
的“硬实力”，那么数字技术则是“软生
态”。作为国家第二批数字乡村试点，
晋城市持续探索数字农业新图景，无人
机播种、智能传感器监测，不断寻找属
于自己的数字化发展路径，让“靠天吃
饭”的传统农业走向精准化、智能化。

3月20日，在曲沃县史村镇的蔬菜
大棚里，58 岁的菜农王秀兰手持遥控
器，轻松完成卷帘、通风、补光等操作。
这座采用“半砖土墙+半柔性墙”结构的
日光温室，搭载着8套自动化系统，棚顶
的转光膜将紫外线转化为红蓝光，让作
物产量提升10%。“以前打理两个棚累断
腰，现在管五个棚还能抽空跳广场舞。”
王大姐高兴地对记者说。

近几年，曲沃县的大棚技术引进实现
了新突破，集温室自动放风、自动卷帘、补
光系统等自动化系统于一体，开发应用智
慧大棚 App，实现“一机在手、农情尽
控”。智慧果蔬农业大数据平台为种植户
提供针对性技术服务和管理指导，棚内环
境调控精度提升至95%，病虫害发生率下
降约25%，节省水肥药40%，作物单产增
长15%，真正实现了节本增效。

在科技赋能农业的时代浪潮下，高
效的智能化设备正深刻改变着我省农
业的生产方式，助力其向着更高质量、
更具竞争力的方向蓬勃发展。

从南繁北育到“晋种突围”的实践，从传统灌溉到高效节水灌溉的革命，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的升级——

三晋农业：科技赋能气象新
本报实习记者 刘迎春

本报太原 4 月 2 日讯（实习记
者 李京益）近日，省文旅厅根据相
关政策要求，围绕打造景区发展新格
局等7个方面，推出《山西省文旅康养
领域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2025 年行
动计划》。

打造景区发展新格局。完成全省
旅游资源全要素普查，摸清我省旅游
资源底数；有序组织A级旅游景区创
建，实施县域A级旅游景区破零行动；
推动创建高等级旅游景区，形成山西
旅游景区品牌矩阵。

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游。加强全
域、全季、全龄设计开发，完善旅游供
给体系；实施省级旅游度假区“焕新”
行动，培育提升一批高品质省级旅游
度假区；推动 10 个县（市、区）文旅康
养集聚区强龙头、延链条、建集群，统
筹生态资源优势，拓展避暑休闲、温泉

康养等多元化文旅康养场景。
构建全域旅游新空间。推动太

原、大同、运城3个热点旅游门户城市
加快构建核心吸引物体系，丰富吃、
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体验场景；着
眼全省域打造一批旅游名县名镇，建
好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沿线特色乡村
驿站。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办好 2025
年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深化“文旅+
百业”“百业+文旅”，培育消费新热
点，激发消费新动能；指导文创企业和

景区开发文创产品，开展文创作品转
化对接活动。

创新宣传推广手段。持续优化完
善全省“一盘棋”营销机制，以创新创
意赋能“春游、夏养、秋行、冬享”四季
主题宣推，实施线上与线下、省内与省
外、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宣传推广；整
合匠心古建资源，推出“跟着悟空游山
西”系列产品路线。

优化服务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
《“旅游满意在山西”建设标准体系》，
以标准化引领文旅服务全方位提升；

加强旅游服务质量评价，开展旅行社、
旅游住宿服务质量和导游素质提升行
动；健全游客视角的旅游服务“好差
评”制度，打造旅游友好型环境。

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完善文旅市
场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推进信用分
类分级监管；持续开展文娱领域综合
治理，加强演出市场管理；持续深化文
旅市场执法监管，完善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首违免罚”清单，制定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清
单，规范涉企执法检查。

围绕打造景区发展新格局等七个方面

我省将构建文旅康养领域高标准市场体系

本报太原4月2日讯（记者 姚
凡）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太原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太
原局”）获悉，“中国重载第一路”大
秦铁路已开始为期 30 天的春季集
中修施工，为迎峰度夏能源运输夯
实基础。

为保证施工优质高效推进，国
铁太原局组建130支施工队伍，并邀
请哈尔滨、沈阳、北京、武汉等8个铁
路局集团公司的 16 支队伍参与，施
工人员总数近20000人。同时，投用
大型换轨车、清筛车、捣固车、闪光
焊轨车等作业车70组，长轨运输车、
洒水车、隧道清污车等18列，多功能
养路机械车234台，创下历年大秦铁
路集中修施工投入人力和机械车辆
最高纪录。

右图：国铁太原局工作人员正在
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姚凡 摄

为迎峰度夏能源保供筑基

大秦铁路春季检修全面展开大秦铁路春季检修全面展开

近日，屯留经济技术开
发区凭借“地证同交”模式，
高效地为桓鼎固废高值化低
碳利用产业园项目办理了相
关手续。这项举措使得该项
目在成功获取土地使用权的
同时，也能迅速取得施工许
可证，极大地简化了以往繁
琐的流程，为企业推进项目
建设提供了更多便利。

近年来，屯留经开区大
力推进“标准地+承诺制+全
代办”三项改革，打造“六最”
营商环境，推动落实土地使
用证、施工许可证“地证同
交”新模式，促进项目快落
地、快建设、快达效。

做好区域评价是落实标
准地供应的重要一环。屯留
经开区针对项目用地规划调
整，及时完成节能评价、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重要
矿产资源评估、洪水影响评
价、地震安全性评价、区域水
土保持评价和气候可行性论
证、环境影响评价、水资源论
证、文物调查评估等9项区域
评价，大幅缩短项目审批时
限，降低了企业项目用地前
期成本。

屯留经开区坚持规划先
行，注重片区统筹和功能兼

顾，精心编制了《屯留经济技
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该规划不仅为城乡规划管理
和土地出让提供了科学依据，
也为项目落地提供了有力保
障。同时，屯留经开区统筹协
调空间资源配置，推动空间布
局一体化、要素保障集约化、
产业发展集聚化，着力做强现
代煤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
代医药等产业链。

在强化顶层设计方面，屯
留经开区建立了“党工委领
导+部门协同+专班推进”工
作机制。针对出让土地，提前
开展土地征收、平整及基础设
施配套工作，实现“地等项目”

“地配优企”。为提升土地出
让效率，积极利用网上竞拍、
电子签约等现代化手段，优化
传统土地交易流程，打破时空
限制、降低交易成本，全程交
易数据自动存档，实时公开，
在提升政府服务效率的同时
增强交易公信力与规范化，保
障了交易的安全性与合法
性。同时，推行“地证同交”，
助力“拿地即开工”。组建“标
准地”服务专班，为意向企业
提供政策解读、报建指导等

“一对一”服务，极大地提升了
企业满意度。

如何促进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
——屯留经开区创新实施“地证同交”模式纪略

本报记者 冯毅松 通讯员 李红卫

本报太原4月2日讯（实
习记者 刘迎春）记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为强化现
代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我
省今年将对农用无人驾驶航
空器进行购置补贴，单机最
高补贴达14400元。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补贴对象为从
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者；补贴机具
为符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
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农

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专
门用于植保、播种等农林牧
渔作业，全程可以随时人工
介入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
器，以及 2025 年 1 月 1 日后
购置且激活的符合政策的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省农业农村厅提示，领
取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
补贴，需由购机者购机并自行
完成不少于作业1000亩的植
保作业量后，向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

我省今年将对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购置补贴
单机最高补贴达14400元

本报运城 4 月 2 日讯（记
者 杨永生）4月1日，全国苹果
矮砧轻简化栽培技术培训会在
运城市举行。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徐明岗，国家苹果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东等
出席，并围绕苹果产业肥水施
用、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控等作
了专题报告。

随后，与会专家深入国家
苹果产业技术体系运城试验
站、临猗国家区域性良种苗木
繁育基地、临猗县北辛乡卓逸

村、耽子镇东屯村实地观摩苹
果矮砧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
成效。

近年来，运城市积极推广苹
果矮砧轻简化栽培模式，加快老
旧果园改造升级，深化产学研合
作，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强化高
标准现代化苹果示范园建设，重
视苹果采后处理，加强冷链物流
建设，在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节
省生产成本的同时，形成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为全省
乃至全国苹果产业技术创新贡
献力量。

全国苹果矮砧轻简化技术培训在运城举行
运城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获肯定

本报运城4月2日讯（实
习记者 刘迎春）近日，全省
春季农业生产暨农业农村领
域推广以工代赈现场会在运
城召开，此次会议对保障夏
粮及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意义
重大。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
要按照中央及省委一号文件
部署，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狠
抓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不
误农时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各
项工作。

在春季农业生产方面，

会议作出部署：一是加强冬小
麦田间管理，做好春耕备耕，
把粮食生产任务落实到村、到
户、到地块。二是深入开展粮
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为抓手提升耕地质
量，补齐农田水利设施短板，
加强农业防灾减灾，集成推广
良田良种、良机良法。三是统
筹抓好巩固脱贫成果、发展乡
村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等
工作，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作出“三农”贡献。

全省春季农业生产会议提出

不误农时做好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

喷灌设备正在运城市盐湖区的麦田里实施浇水作业喷灌设备正在运城市盐湖区的麦田里实施浇水作业（（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