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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芳

深耕农业赛道 推动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记者
曹嘉玥 冯歆然） 11 月 26 日 下 午 ，
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

习近平积极评价李显龙担任新加
坡总理期间带领新加坡取得显著成
就 ，并 长 期 关 心 和 支 持 中 新 合 作 。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们共同确立了中
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
为两国关系发展明确了战略方向。明
年是中新建交35周年，双方要密切高层
往来，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

领域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
地区和平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苏州工业园
区开发建设 30 周年。30 年间，苏州工
业 园 区 从“ 池 塘 洼 地 ”变 成“ 创 新 之
城”，树立了两国合作的生动样板，也
是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见
证。中国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启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中国将始终坚持集中精力办
好自己的事情，有信心保持经济长期

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欢迎新方继
续做对华合作的先行者，用好中新双
边合作机制会议平台，高水平运营好
重大合作项目，把握数字化、绿色化发
展机遇，续写新时代中新合作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风险和挑战，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
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中
方愿同新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维护国际公
平正义，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会见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

本报讯 （记者 苑捷） 日前，记者
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
我市“三农”领域交出了一张高分答卷：
一产增加值同比增长 6.5%，一产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37.7%，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7%，3 项涉农经
济指标全部取得增速全省第一的好成
绩，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呈现崭新局面。

大同是京津冀地区“菜篮子”和特
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全国北方农牧交错
带核心示范市、全国三大优势奶业产区
之一。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把农业作为
转型发展的“四大赛道”之一，坚持“十
化”发展思路，即坚持工业化思维、市场
化理念、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通过数
字化、智能化赋能，守住绿色化底线，坚
持品牌化战略，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
代化和农民收益的最大化，聚焦“6+2”
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

—— 粮 食 生 产 面 积 产 量“ 双 提
高”。我市大力推进有机旱作农业发
展，粮食种植面积逐年提高，今年达到
443.26 万亩。统筹实施了有机旱作膜
下滴灌、一喷多促等种植技术，全力推
进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已 建 成 224.5 万
亩。今年秋收工作基本结束，根据田间
测产，我市粮食总产量有望突破 26 亿
斤，实现“十五连丰”。

—— 设 施 蔬 菜 规 模 质 量“ 双 提
升”。在全市复制推广“寿光模式”蔬菜

产业技术、渠道、运营体系，天镇铭宸、
阳高圣阳、云州慧农等一批高标准、规
模化的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全市
设施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13.6 万亩，“阳
高红”西红柿、天镇辣椒等蔬菜品牌叫
响全国，天镇县入选 2023 年全国现代
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

—— 畜 牧 产 业 基 地 市 场“ 双 增
效”。目前，全市规模养殖场有 821 个，
规模化养殖水平达到 67%，年产值超亿
元的龙头企业达 15 家。云尚牧业、宝
顺牧业、晋星鸭业等一批新建畜牧项目
加快建设。牧同乳制品、同风肉制品、
边塞牧羊羊肉等畜禽产品市场占有率
逐年提高，“大同味道”香飘万家。

——农产品加工持续做强。积极
对接全国农产品加工、销售、餐饮等领
域头部企业，带动我市农产品精深加工
企业上档扩规。目前培育发展市级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10 家，其中国
家级 4 家、省级 80 家。今年前三季度，
全市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完成 165
亿元，同比增长 13.4%。

——渔业产业持续做优。在全市
布局了“一冷一热一温”三大养殖基地，
灵丘县、广灵县发展以鲟鱼、虹鳟鱼为
主的冷水养殖，天镇县、阳高县发展以
罗非鱼为主的热水养殖，云冈区、新荣
区、云州区发展以鲈鱼、鳜鱼、南美白对
虾为主的养殖业和休闲渔业。现代渔
业、卧龙鳜鱼、博润苑渔乐岛等项目建
成投产。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水产品产
量达 2620 吨，同比增长 16%，增速全省

第一。
——林下经济持续做大。统筹布

局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产品采集加
工，发展林下经济 72.6 万亩，沙棘原料、
杏果种植加工以及林下中药材、菌类种
植加工业态日趋丰富。特别是我市的
杏果产业今年喜获丰收，全市 13 万亩
鲜食杏产量达 18万吨，产值达 11亿元。

——黄花产业向优而进。大力实
施黄花产业提质行动，全面打造黄花特
色产业集群。目前，大同已经成为全国
黄花的重要主产区之一，黄花种植面积
达 26 万亩，开发出六大系列 130 余种黄
花产品，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 40 亿元，
小黄花真正成为我市乡村振兴的大产
业、特优农业的名品牌、带动农民群众
持续增收的“致富花”。

—— 黄 芪 产 业 向 强 而 行 。 今 年 ，
我市以黄芪纳入国家食药物质目录为
契机，强化种质保护、培育提升品牌、

“破圈”合作宣介，持续推动黄芪产业
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市黄芪种植面
积达 37 万亩，培育企业、合作社等市场
主体 333 家，年采收量达 1 万吨，开发
系列产品 70 余种，全产业链年产值达
8.5 亿元。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我市将深耕农业赛道，围绕“6+2”
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强龙头、补链条、兴
业态、树品牌，积极构建多种特色农业
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全力推动农业产
业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聚焦“6+2”农业产业体系 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我市驰骋农业赛道激发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 （记者 韩云峰） 11 月 26
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我
市与全省同步举行开发区 2024 年第四
次“三个一批”活动，进一步动员全市各
开发区坚持高质量发展，狠抓开发区和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四季度，
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好基础。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在省主会场
参加活动。副市长李东升，全省优化营
商环境和开发区重点工作服务二组副
组长方永军，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云州区委书记宁
文鑫在大同分会场参加活动。

“三个一批”活动是稳住经济基本
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本次

“三个一批”活动，我市共推进项目 53
个，总投资超 78 亿元，涉及科技创新、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医药及大
健康、节能环保、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等
领 域 。 其 中 ，“ 签 约 一 批 ”项 目 17 个 、

“开工一批”项目 20 个、“投产一批”项
目 16个。

当天的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出
席了宁畅服务器大同生产基地项目开
工启动仪式，观摩了海博夏初储能设备
制造基地项目投产运行情况。随后，宁
畅服务器大同生产基地、智慧能源调控
科研中心、煤基新材料节能降碳研发中
心、太阳能板光伏支架生产、乳产品加
工生产、大同市畜禽肉制品屠宰中心、

西谷庄村林下养殖、危废综合再利用和
小微收集等 8 个项目在我市分会场进
行集中签约。大家在活动中表示，将以
本次“三个一批”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第四季度经济工
作的决策部署，真抓实干，奋力攻坚，打
好年度收官战，推动开发区勇当改革开
放排头兵，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方位
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市直
相关部门、各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及相
关企业、项目代表在我市分会场参加活
动。

大同市与全省同步举行开发区
2024年第四次“三个一批”活动

张强在省主会场参加

本报讯（记者 郝雨） 11月 26日，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刘鹏，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王明厚出席
在市雕塑博物馆开幕的山西省“晋善晋美·
天下大同”2024年网络主题传播活动。

本次活动由省委网信办指导，市委
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文
明办主办。启动仪式围绕“历史回响·
天下大同的历史足迹”“文化碰撞·现代

生活的多彩画卷”“和谐共创·携手共绘
的大同愿景”三大篇章展开。期间，集
锦展示了“同心筑强梦，网聚正能量”大
同市网络正能量作品，我市与衡水、衡
阳、乌兰察布网信部门签订“天下大同”
网信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为“微笑大同
网络文明实践使者”授牌。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通过线下观摩
与网络作品创作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微

话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介形式
传播大同魅力。邀请网络博主与媒体
团队深度探索大同民族融合特色，借助
社交媒体话题矩阵、“云赏大同”图片直
播、“快闪”短视频二次传播、微博热搜
及海外媒体同步传播等方式，多管齐下
扩大活动影响力，生动展现大同民族融
合的盛景，推动大同文化传播与城市发
展迈上新台阶。

“晋善晋美·天下大同”2024年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启动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刘鹏参加

为推动社区家政服
务和社区妇女工作互融
互促，提升社区服务水
平，11 月 25 日，平城区
妇联联合开源街道举办

“家政服务进社区，优质
服务惠万家”签约仪式，
并 为 开 源 街 道 辖 区 内
30 户 特 殊 群 体 家 庭 提
供免费擦玻璃等服务，
不仅体现了对特殊群体
的关怀，也推动了家政
服务的普及和社区服务
的提升，增强了社区居
民的幸福感。图为工作
人员向居民介绍家政进
社区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 韩堃摄

本 报 讯 （记 者 贾晓龙） 11 月
21 日，集大原高铁乌兰察布至丰镇北
段 开 始 运 行 试 验 ， 11 月 26 日 8 时 40
分，随着 55811 次试验动车组列车从
大同南站驶出，标志着集大原高铁联
调联试工作圆满完成，全线进入开通
前的最后运行试验阶段，通过模拟线
路正常运营状态对高铁进行一次全面

“实战”检测，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开通
条件。

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 （简
称 “ 集 大 原 高 铁 ”） 是 国 家 “ 十 四
五”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国家 《中长
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主通道中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大原高铁北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
布市，途经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
忻州市，并入大西高铁，与张大、郑
太及在建的雄忻高铁连接。集宁经大

同 至 原 平 高 速 铁 路 设 计 时 速 250 公
里，新建线路约 268.3 公里，其中，山
西段新建线路约 197.1 公里，大同段约
49.3 公里，沿途经过新荣、云州、大
同经开区、平城 4 区 9 乡 27 村。全线
共设乌兰察布、丰镇北、大同南、怀
仁东、应县西、山阴南、朔州东、代
县西 8 座车站，其中，丰镇北、应县
西、山阴南、朔州东、代县西为新建
车站，怀仁东为既有改建车站。

运行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利用约
30 天时间，先后开展故障模拟、应急
演练、运行图参数测试和按图行车试
验，检验各系统在正常与非正常条件
下运输组织的适应性，检验在设备故
障、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条件下的应急
处理能力，为完善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
方案提供技术依据。11 月 26 日开始的
运行试验内容包括动车组烟雾报警、组

织人员疏散、旅客邻线换乘等 10 个故
障模拟和应急救援演练项目。

集大原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形成
太原、大同至呼和浩特城市间的快速铁
路客运通道，从呼和浩特至大同的高铁
动车组不必绕道张家口境内，运行时间
将由原先最快 156 分钟压缩至 72 分钟，
呼和浩特与太原间铁路运行时间从现在
的 300多分钟缩短至 150分钟左右，大同
至太原的运行时间将由原先 109分钟左
右压缩至 79 分钟左右。集大原高铁开
通运营后，大同将依托此条高铁线路融
入国家高铁干线路网，大同群众前往华
东、华南、西南城市更为方便快捷，“一车
直达”理想城市的愿景将实现，同时也
为进一步巩固大同作为国家综合交通枢
纽城市地位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为进
一步加快区域间人文交流和经济交往构
建起新的快速通道。

小雪时节的云州大地，朔风起寒意
浓。11 月 26 日，云州区吉祥里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气氛融洽、暖意融
融，10 余名妇女围坐在工作台前，人手
一支小小的银色钩针，五颜六色的毛线
在她们指尖上下翻飞，闲聊间，一件件
精致的“佛小伴”帽衫便有了模样。

这 些 妇 女 正 是 吉 祥 里 社 区 的“ 巧
婆娘”们，她们长期赋闲在家，由于文
化水平及技能的限制，普遍存在创业
难、就业难的问题。云州区社区服务
中心党委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
持“党建带妇建、妇建促党建”的理念，
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作用，激励妇女
创业创新，并引领、带动、扶持更多妇
女居家创业就业。其中，吉祥里社区
工作人员通过“一三五”工作法（即周
一、周三、周五到小区党群服务站听取
民声、了解民意、解决民生实事），发现
辖区居民在家做钩针手工可促进经济
增收。为了让更多妇女增收致富，吉
祥里社区党总支联合区妇联，邀请经
验丰富、技艺精湛的钩织老师为社区

居民进行免费技能培训，搭平台、提技
能、拓渠道，力争将“指尖技艺”转化为
钱包里的“指尖经济”，不断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

“随着文创产品‘佛小伴’的爆火，
以及一首儿歌《帽衫》中，一个头戴帽衫
露出两只大耳朵的小女孩形象迅速走
红，云州区非遗传承项目‘织礼’编织工
作室受到启发，受邀为合什莲花小佛
——佛小伴精心钩织帽衫，其成品在大
同好礼文创小红书账号亮相后，获得广
大网友喜爱。”吉祥里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刘成芳敏锐地发现了这个
市场，对会钩织技艺的妇女来说是个很
好的机会，于是在区妇联的牵线搭桥
下，今年 5 月底，与“织礼”编织工作室
携手合作，开启了招募妇女的活动。这
些妇女经过专业培训后，全力投入到合
什莲花小佛帽衫的钩织工作中。7 月，
云州区社区服务中心吉祥里社区的“巧
婆娘”手工团队正式成立，主要承担为

“织礼”编织工作室钩织非遗文创相关
配件的任务和其他手工钩织成品。同
时，依托吉祥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和茂泰苑、茂祥苑两个小区党群服务

站，为妇女们提供钩织场所。经过多次
培训，妇女们技能熟练后可在家进行钩
织，实现灵活就业。

“根据订单时间的不同，我们织 1
件‘佛小伴’帽衫能挣 5~9 元手工费，熟
练工一天能织 20 多件，新手也能织八
九件，每天有 50~100 元不等的收入，全
家的生活费都够了。”62 岁的龚翠英一
边穿针舞线，一边笑着说，这个活儿不
赖，不耽误家务，多数工作在家就能制
作完成，产品由订单方统一销售，不用
担心卖不出去，真正实现“坐在家里就
能赚钱”。

记者看到，除了钩织“佛小伴”帽
衫，“巧婆娘”们还在网上学会了钩织佛
陀、海绵宝宝斜挎包、吊脚花篮、皮卡丘
等产品。据云州区社区服务中心副主
任陈晨介绍，截至目前，该团队成员已
发展到 86 名，钩织“佛小伴”帽衫 1000
余件，其他钩织成品约 800 余件，妇女
平均年收益总额达 2.5 万元左右，进一
步推动了非遗文化的传承与社区手工
技艺的发展，为文化传承与社区建设注
入了新的活力，在推动乡村振兴中展现
了巾帼风采。

集大原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
全线进入最后运行试验阶段 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一根小钩针 织出“幸福花”
——云州区社区服务中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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