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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史涌涛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4 日 电 （记
者 刘诗平 陈冬书） 安徽七门堰调
蓄灌溉系统、江苏洪泽古灌区、山西霍
泉灌溉工程、湖北崇阳县白霓古堰 4 日
成功入选 2023 年（第十批）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达到 34处。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第十批世界
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是在印度维萨卡帕
特南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74 届执
行理事会上公布的。中国国家灌排委
员会主席、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
陈明忠说，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
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

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
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七门堰调蓄灌溉系统位于安徽省
舒城县境内，最早创建于西汉，利用湿
地形态，“串荡成渠，连塘为蓄”，两千多
年来发挥着重要的灌溉、防洪、防旱作
用，目前灌溉农田达 20万亩。

洪泽古灌区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洪
泽区境内，为蓄水型灌区，由蓄水、取
水、输水和排水工程组成。自东汉开
始，古人引水灌溉耕作，历代建设水利
设施，灌区延续至今。目前，灌区控制
灌溉面积 48.13万亩。

霍 泉 灌 溉 工 程 位 于 山 西 省 洪 洞

县 ， 自 唐 贞 观 年 间 开 始 便 有 明 确 记
载 ， 至 今 仍 发 挥 着 灌 溉 、 供 水 、 生
态、旅游等功能。目前，工程灌溉总
面积为 10.1万亩。

白霓古堰位于湖北省崇阳县境内，
包括石枧堰和远陂堰两座古堰。文献
记载，古堰最早建于五代后唐时期，至
今仍发挥着灌溉、防洪、抗旱、供水等功
能，灌溉面积约 3.5万亩。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 2014 年
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
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
灌溉工程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
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

我国新增 4 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沿着忘忧大道，串联起忘忧农场、
火山地质公园、牡丹芍药花海、册田水
库、桑干河湿地公园一系列景观；围绕
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以“特”“优”农业为
基石，集长城文化旅游、农耕体验、田园
观光、休闲康养、文化传承等为一体的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品牌正发挥辐射
效应，带动着周边村镇产业振兴。

近年来，我市锚定省委赋予的“融
入京津冀、打造桥头堡”重大使命和“奋
斗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阵”总目标，提
出了全面实施“特”“优”农业战略，坚持
用好农牧交错带示范区、有机旱作农业
示范区和北肉平台“三块金字招牌”，积
极有效承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溢出效
应，全方位推进黄花、畜牧、设施蔬菜、有
机旱作（杂粮）、中药材（黄芪）、食用菌、
杏果、农文旅融合“八大特色农业产业”
提质升级，强化项目建设和农产品精深
加工，推动一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
伐。2022年，全市粮食产量再创新高，总

产达 12.74亿公斤，实现了“十三连丰”。
秋收时节，走进浑源县官儿乡黄芪

加工厂，几名工人正对刚收购回来的黄
芪做最初的剪须工序。“我们这里的黄
芪质坚而绵，有效成分含量高，是上等
的中药材。目前上市产品有黄芪粉、黄
芪蜜、黄芪普洱茶等系列化妆品、食品、
药品、饮品等 50 余种。”该乡卫生院院长
孙青介绍道。浑源县素有“中国黄芪之
乡”的美称。我市依托黄芪种植“三品一
标”地理标志优势，以黄芪专业镇建设为
抓手，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强链
补链延链、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带
动黄芪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浑源
为中心，辐射带动广灵、灵丘、天镇，发展
黄芪、黄芩、甘草、柴胡、连翘、杜仲等中
药材产业，打造恒山道地药材产业集聚
区，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2022年，
全市中药材总面积达 41.8 万亩，其中黄
芪 37 万亩，中药材采挖面积 4.6 万亩，年
产 1.16万吨，产值达 8.5亿元。

不仅是中药材产业，围绕做好“土
特产”文章，我市同步在打造全国黄花

产业发展引领区、雁门关生态畜牧产业
示范区、塞北冷凉蔬菜生产基地、全国
有机旱作农业发展特色区、优质反季节
食用菌生产基地、火山优质杏果产业发
展区等方面下深功夫，全方位推进特色
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引导大型农业企业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进农产品加工
向纵深发展，推动农业全产业链不断优
化，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我们‘大同黄花’‘大同好粮’的
名气可大了，常有客商慕名前来，每年
到黄花基地、火山群、桑干河流域休闲
观光的人络绎不绝。”云州区供销社主
任王波开心地介绍道，本地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所产农产品，年
年要到外地交流参展几十次，推介宣传
时常登上央视栏目，市域内展销活动更
是频繁，这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让
大同“特”“优”农产品逐步叫响全国，走
向世界。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期
间，运动员们餐桌上热气腾腾、营养美
味的黄花菜胡辣汤，印证着“大同黄花”
再次登上国际舞台；国庆节前刚刚闭幕

的第八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
览会上，我市 60 家企业提供的 800 多种
特色农产品精彩亮相，洽谈交易不断，赢
得广泛称赞。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3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中，我市“大同黄花”“云冈亚麻籽油”“灵
丘苦荞茶”3个农产品入选。此前我市已
有“天镇黄酒”“阳高长城羊肉”“天镇黄
芪”“天镇甜糯玉米”4个农产品上榜。多
项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力
证我市全面实施“特”“优”农业战略，持
续打造知名品牌，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建
设全国有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
成效。

随 着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的 提 升 ，大 同
“特”“优”农产品正越来越被广大消费
者青睐。以“大同好粮”为代表的“特”

“优”农业品牌越擦越亮，早已“飞”出大
同 ，传 遍 九 州 。“ 特 ”“ 优 ”农 业 富 民 强
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市将全面聚
焦农业发展新赛道，加快构建多种特色
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强力推动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金秋时节，驱车或骑行在长城一
号旅游公路大同段沿线，宛如穿行在
色彩斑斓的景观廊道，让人目眩，让
人神迷。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多用彩色
沥 青 铺 设 ， 红 蓝 相 间 的 道 路 格 外 鲜
明，与道路两侧行道树的金秋黄叶交
映，美不胜收，沿途的万亩花海向天边
沿展，一路上，苍茫雄峻的大同古长城
让人倍生怀古之幽思，长城博物馆、长
城驿站、长城小镇等文旅设施的建设，
让大同长城旅游方兴未艾，让众多游客
流连忘返。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大同段）建设，推动长城
文旅项目提质升级，成果彰显。

近年来，我市依托大同长城及沿
线丰富资源推进文化旅游资源融合，
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和核心园区建设，
加快文旅产品打造，实现“长城+”深
度融合，加强长城遗产保护，深挖长
城文化内涵，成果斐然。当前，我市
重点推动大同市长城博物馆、得胜堡
群游客服务中心、木兰驿站等重点项
目建设，推进新平堡镇虏门抢险加固
工程等长城保护修复项目实施，以快
进慢游为导向，以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大同段） 建设为引领，推动长城沿线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发展。

采访中，记者看到，李二口长城、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等 4A 级长城主题景
区已经建成，大同市长城博物馆主体建
设已经完成，进入装修和布展阶段。大

同市长城博物馆位于天镇县李二口村
东，占地 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8851
平方米，按照 8 个板块 6 大功能进行布
展。连接李二口村到博物馆的步道约
1600米。位于李二口村西的明长城李二
口段展示工程建设已颇具规模，共修建
步道3850米、观景台5处。

近年来，我市在保护长城与发展
长城文旅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在得胜堡举办请城砖回家、为长
城“疗伤”活动；启动实施长城旅游
公路及沿线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程，
重点打造东起天镇李二口西至摩天岭
249 公里的长城旅游风景大道，促进
产业融合；举办大同长城中国公路自
行车联赛、中国青少年自行车系列赛
暨大同大型徒步“走长城”等系列赛
事活动等。

目前，我市已编制完成 《长城一
号大同段全域旅游公路发展规划》，分
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进行建
设，大力推进景点景区、精品线路、
配套设施、旅游服务、营销推广“五
环联动”，并加大宣传力度，把长城旅
游资源与云冈石窟、恒山等传统优势
旅游资源捆绑推介，同时开发一系列
长城旅游纪念品，把长城文化元素真
正“筑”进每位游客心中。

如今，一条串联生产、生活、生
态，融通文化、文明、文脉的长城文
旅廊道正在加速形成，让沿线老百姓
受益，正走出具有大同特色的长城文
化公园建设发展新路径。

本报南宁 11 月 4 日电 （记者 史
涌涛） 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
会即将开幕之际，有多个项目率先开
赛，我市健儿发扬奋勇拼搏精神，在足
球、跆拳道、田径等项目中获得佳绩。

在 11 月 4 日上午结束的学青会公
开组足球男子 17—18岁组小组赛中，大
同队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精彩攻防战中
以 2 比 1 力克劲旅北京朝阳区代表队，
展现出大同足球厚实的底蕴。北京朝阳
队由北京国安梯队组成，在全国 u18 名

列前茅，大同队在比赛中不惧强手，打出
了赛前布置的技战术，在上半场落后一
球的不利局面下，下半场第 52分钟将比
分扳平，第 69分钟大同队被罚下一名主
力后，在不利局面下第 73分钟打进制胜
进球。赛后，大同队足球小将表示，要以
全力拼搏的精神打好每一场比赛，把大
同足球的精气神展现出来。

在率先展开的公开组跆拳道比赛
中，大同运动员曹道广经过激烈比拼，
获得男子 58 公斤级铜牌，大同小将秦

瑞洁在女子 73 公斤级比赛中，敢打敢
拼，获得该项目的铜牌。在本届学青
会跆拳道的赛场上共有全国 50 支代表
队 192 名运动员冲击多个级别的奖项，
大同队本次比赛共有 5 名运动员取得
决赛资格。

11 月 4 日下午，在精彩激烈的学
青会公开组田径男子跳高决赛中，大
同队两位小将均有上佳发挥，于连洋
以 2.14 米的成绩获得铜牌，高俊杰以
2.11米的成绩获得第四名。

首届学青会多个项目率先开赛

大同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获得佳绩

本报讯 （记者 杨刚 通讯员
郭兴华） 10 月 29 日 至 11 月 4 日 ，

市委组织部在苏州市举办 2023 年大同
市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来自全市
教育、科技、卫健、农业等领域部分
市委联系服务专家及近年来我市引进
的博士共 60人参加。

研修班重点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及省委人
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入了解当前国际
形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情省
情市情形势政策、重点行业的发展趋
势 与 前 景 展 望 等 ， 加 强 爱 国 主 义 教
育、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进一步发
挥高层次人才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激励广大人才为推进大同全方位高质
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研 修 班 采 取 专 题 讲 座 、 现 场 教
学、流动课堂、实地考察等方式，教
育引导研修学员体悟真理力量、找准

前进方向、提升工作能力、争作人才
表率。研修期间，来自中央组织部人
才工作局、中国科学院、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发挥高
层次人才智力支撑作用、双碳目标下
的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当前国际形势
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主题与学员
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学员们深入全
球家庭服务机器人第一品牌苏州科沃
斯电器有限公司、苏州古城平江路等
实地考察感悟苏州发展之道。

大家表示，通过此次研修，更加
深切体悟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更加坚定了
在服务国家、服务大同的生动实践中彰
显担当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决心和信
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切实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实际行动，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
的具体措施，用实际行动为加快大同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构建恢弘壮美的长城文旅廊道
——我市大力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特”“优”农业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 本报记者 宋芳 张晶

市委组织部举办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

本报讯 （记者 陈杰） 日前，2023
山西非遗购物节“我最喜爱的山西非遗好
物”评选名单揭晓，全省共有十大非遗好
物入选，其中，大同铜火锅榜上有名，这些
非遗好物将进入山西礼物推荐名单。

据了解，为打造立体多元的山西
非遗消费新场景，挖掘、拉动文旅消费
新热点，省文旅厅、山西晚报社联合举
办“潮生活晋是宝”2023 山西非遗购
物节活动。“五一”假期，非遗购物节首
期线下活动的主会场设置在太原古县
城，6 月 10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
际，第二期线下活动的主会场设在太
原万达广场南侧的肆忆城市书房。9
月 23 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第三
期线下活动主会场活动在晋中榆次常
家庄园举办。大同铜火锅以造型美
观、工艺精巧，极具艺术欣赏价值和实
用价值，而且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
每一期活动中，均深受各地游客喜爱。

在非遗购物节热闹开市的同时，
“我最喜爱的山西非遗好物”评选活动
同步开启，依据线下现场销售情况和
线上网友打卡的大数据，选出十大非
遗好物，大同铜火锅位列其中。据悉，
铜器作为大同地方文化的名片，在大
同地区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同铜器制作历史悠久，伴随着大同
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的岁月，又融入
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与人文内涵，成
就了与其他地方铜器同质而异趣的别
样风貌。

近日，大同公路分局党委组织机关党员赴红色教育基地——大同煤矿“万人
坑”遗址纪念馆开展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在庄严肃穆的死难矿工纪念碑前，全体党员整齐列队肃立，向死难矿工默哀致
敬，并敬献花圈。在“万人坑”遗址纪念馆浮雕前，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高举右拳，重
温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表达坚守忠于党的初心和不懈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
心。 柴立峰摄

这是 11 月 4 日拍
摄 的“ 爱 达·魔 都
号”。当日，我国国产
首艘大型邮轮“爱达·
魔都号”正式命名交
付。“爱达·魔都号”将
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开
启商业首航。“爱达·
魔都号”总吨位 13.55
万吨，长 323.6 米，宽
37.2 米 ，最 大 高 度
72.2 米 ；船 上 有 客 房
2125 间，可容纳乘客
5246 人，配置高达 16
层 、面 积 4 万 平 方 米
的 生 活 娱 乐 公 共 区
域。中国船舶工业行
业协会秘书长李彦庆
说，我国已具备同时
建造航空母舰、大型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大型邮轮的能力，集
齐造船工业“三颗明
珠”。

新 华 社 记 者 丁
汀摄

“以前是砍玉米、掰玉米，拉回家晾
晒，待到玉米水分符合要求了再脱粒，最
后一步是装车拉到附近收购点去卖。程
序繁琐不说，还费时费力。现在好了，村
里成立了合作社，收割有了机械，玉米出
地直接拉到合作社，过秤、登记、领钱！可
以说是一步到位。”村民刘德民一边数着
刚领到的钱，一边激动地说。

连日来，灵丘县石家田乡温东堡村
励志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门口，一辆辆
满载玉米的农用车出出进进，一派繁

忙。玉米种植户笑呵呵地相互打着招
呼，直夸合作社给村民带来的便捷。

走进合作社大院，满眼都是成堆的
玉米。玉米堆旁边，矗立着一座 10 米
多高、白蓝相间的塔，几位工人正在忙
着安装相关配件。“这是玉米烘干塔，再
有一周的时间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合
作社负责人曹志家指着高塔说，“以前，
家家户户秋收后都会把粮食囤起来，等
过四五个月自然风干后才能卖。因为
自然风干需要较长时间，存放不好，就
会发潮发霉，造成损失。合作社有了这
个机器，就可以免除风干这道程序，直

接把玉米拉来销售。”
据悉，励志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引

进的这台烘干机在灵丘县东北山区是
第一家，该玉米烘干塔的日处理能力在
100 吨左右，从鲜玉米棒到脱粒、烘干、
入库等环节全部一条龙作业。这一操
作不仅省时省力，同时还对粮食进行了
杀菌处理，更有利于粮食储存。

“温东堡村共有 4700 亩耕地，其中
有 4200 多亩种植的是玉米，村里的玉
米种植户基本上都选择从田间地头直
接拉到合作社来销售，价格实惠，非常
划算。”温东堡村负责人表示。

玉米烘干塔助力庄稼颗粒归仓
□ 本报记者 苑捷 通讯员 马明清

2023山西非遗购物节
“我最喜爱的山西非遗好
物”评选名单揭晓

大同铜火锅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