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孙露） 今 年 ，灵 丘 县
大力建设有机大白谷种植基地，着力解决

“三农”重点难点问题，多措并举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为农民增收致
富打好基础。

该县落水河乡新河峪村是小杂粮种植
的理想区域，种植谷子历史悠久，共有耕地
2916.5 多亩，便于形成规模化种植。目前，
该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大力建设有
机大白谷种植基地，按照“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产业化格局，与农户签订 980 亩大
白谷种植购销合同，农户种植大白谷每亩
直接增收 600 元。

“ 做 好 新 河 峪 小 米 品 牌 ，品 种 是 根
本 ，它 决 定 了 小 米 的 产 量 和 口 感 ，直 接
关 系 百 姓 的 钱 袋 子 。”新 河 峪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尹 军 说 ，农 民 种 一 亩 大 白 谷 比 种 一
亩 玉 米 多 收 入 400 元 。据 了 解 ，新 河 峪 大
白 谷 种 植 期 间 ，施 用 含 磷 氮 素 比 较 多 的
羊 粪 、优 质 土 杂 肥 等 有 机 肥 ，坚 持 传 统
人 工 方 式 ，勤 锄 勤 耘 、清 除 杂 草 、围 土 保
苗 、发 根 壮 苗 ，保 证 了 小 米 的 绿 色 安 全
和 卓 越 品 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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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向阳）为帮助企业解
难纾困，助推企业健康发展，我市出台多项
优惠政策，保民生、减税费、扶融资，解决企
业燃眉之急，助力企业发展。这是记者 15 日
从国家统计局大同调查队获悉的。

实 施 稳 岗 返 还 补 贴 政 策 是 失 业 保 险
助力企业脱困发展、稳定就业局势的有力
举措，主要是对 2021 年度采取有效措施不
裁 员 、少 裁 员 、稳 定 就 业 岗 位 的 企 业 给 予
扶持。截至 6 月底，我市共发放稳岗返还补
贴 1.42 亿 元 ，惠 及 3567 家 参 保 企 业 、
263471 名 职 工 。同 时 ，我 市 积 极 落 实 减 税
降 费 政 策 ，夯 实 经 济 基 础 盘 ，减 税 降 费 政
策 可 直 接 促 进 受 疫 情 影 响 较 大 的 特 定 行
业 和 市 场 主 体 的 复 苏 ，是 经 济 回 暖 的“ 强
心剂”。截至 6 月 20 日，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 政 策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轻税费负担和增
加 现 金 流 41 亿 元 。此 外 ，我 市 加 大 财 政 帮
扶，开通“信易贷”银政企之家，26 家银行全
部入驻“信易贷”平台，发布金融产品 91 个。

“信易贷”平台注册企业 2055 家，发布融资
需 求 1666 笔共 42.48 亿元。企业通过“信易
贷”平台成功获得贷款 1155 笔共 28.38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孙露） 记者 15 日从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2022 年度大同市市级示范家
庭农场评定结果出炉，经自愿申报、县级审
核、市级评审，平城区燕兴养殖场等 35 个家
庭农场被命名为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为 进 一 步 促 进 我 市 家 庭 农 场 发 展 ，培
育一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
益明显的家庭农场，市农业农村局在开展
2022 年 度 市 级 示 范 家 庭 农 场 创 建 活 动 中 ，
紧紧围绕家庭农场数量质量双提升工作目
标，坚持“农户主体、规模适度、市场导向、
因 地 制 宜 、示 范 引 领 ”原 则 ，按 照“ 发 展 一
批 、规 范 一 批 、提 升 一 批 、推 介 一 批 ”的 思
路，积极引导扶持各类家庭农场发展壮大。

我 市 此 次 新 增 的 35 家 市 级 示 范 家 庭
农 场 中 ，平 城 区 1 家 、新 荣 区 7 家 、左 云 县
6 家 ，云 冈 区 、云 州 区 、阳 高 县 、天 镇 县 、浑
源县、灵丘县、广灵县各 3 家。截至目前，全
市 市 级 示 范 家 庭 农 场 达 到 123 家 ，省 级 示
范农场 57 家。

本报讯 （记者 孙向阳） 为降低生
猪价格大幅波动风险，保护养殖户的养
猪积极性，为生猪稳产保供提供保障，我
市在各县区开展生猪“保险+期货”项目，
共有 466 户养殖户 16.12 万头育肥猪获得
2.95 亿元风险保障。这是记者 15 日从市
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今年，我市出台的《关于做优做强八

大特色农业产业的 实 施 方 案》提 出“ 稳
猪 、强 牛 、兴 羊 、促 禽 、增 草 ”的 畜 牧 产
业 发 展 思 路 ，年 初 生 猪 价 格 受 到 玉 米
及 豆 粕 价 格 上 涨 和 疫 情 常 态 化 的 共 同
影响，导致养殖成本增加，生猪价格持
续 低 迷 ，一 度 影 响 了 生 猪 养 殖 户 的 生
产 积 极 性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对 此 高 度 重
视 ，了 解 到 太 平 洋 产 险 山 西 分 公 司 在

大 连 商 品 交 易 所 出 台 的 农 保 计 划 中 增
加 了 对 普 通 散 户 养 殖 支 持 补 贴 项 目 的
基 础 上 ，设 计 出 可 供 全 市 推 广 实 施 的
生 猪 期 货 价 格 保 险 方 案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配 套 专 项 资 金 ，将 该 项 目 列 入 全 市
金 融 支 农 重 点 项 目 ，保 险 公 司 人 员 和
当 地 畜 牧 部 门 人 员 上 门 ，细 心 为 养 殖
户 讲 解 生 猪 期 货 项 目 与 传 统 养 殖 险 承

保内容，得到了养殖户的认可。
该项 目 充 分 发 挥 保 险 和 期 货 的 金

融 服 务 合 力 ，通 过 对 参 与 相 关 项 目 的
农 户 提 供 政 策 支 持 或 资 金 支 持 ，实 现
了 对“ 三 农 ”定 向 帮 扶 。同 时 ，对 维 稳
生 猪 市 场 ，保 障生猪价格方面有积极促
进作用，也给生猪养殖户吃了一颗“定
心丸”。

生猪“保险+期货”模式

让养殖户吃下一颗“定心丸”

多项优惠政策
助企解难纾困

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新增35个

有机大白谷种植助农民增收

本报讯 （记者 辛雅君） 初 秋 时
节 ，位 于 广 灵 县 梁 庄 镇 南 坪 村 的 玉
米 田 郁 郁 葱 葱 ，一 株 株 玉 米 秧 苗 长
得 笔 直 。今年，该村村民一改多年的
大水漫灌浇地模式，在村内先行试验
了 600 亩农作物膜下滴灌工程，看着
枝繁叶茂的庄稼地，农户们总结出了

“种地不用大水漫，节水灌溉能高产”
的节水增产经。

“南坪村今年推广农作物膜下滴
灌工程 600 亩，每亩投资 130 至 150 元，
这样可为我村每亩节水三分之二，省
时又省力，目前农作物长势喜人，预计
亩产可增收 500 至 600 斤，明年我们将
继续大面积推广膜下滴灌工程。”南坪
村党支部书记赵进财高兴地说。

膜下滴灌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农户

所 认 可 ，在 于 从“ 浇 地 ”变 成“ 浇 作
物 ”。这 种 灌 溉 技 术 将 地 膜 的 栽 培 技
术和滴灌技术有效融合在一起，灌溉
过程中，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条件
和实际需要，通过滴灌系统将水分直
接输送到农作物可以吸收的空间，还
可以滴灌农药和化肥等，从而消灭病
毒 ，供 给 农 作 物 所 需 的 营 养 ，提 高 农
作物的质量和产量，解决了以往农民
浇 地 周 期 长 、施 肥 不 科 学 、生 产 效 益
低等问题。

“广灵县水资源缺乏，农村大水漫
灌浪费水的现象特别严重。我们拟在
全县推广膜下滴灌节水技术，农业农
村局在春播时加强指导，梁庄镇积极
行 动 ，目 前 在 南 坪 村 的 试 验 非 常 成
功。”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查看滴灌管线 本报记者 于宏 摄

田间大白谷长势喜人 邓花 摄

膜下滴灌技术助节水增产

本报讯 （记者 孙向阳） 12 日，市农
业农村局联合山西农业大学、市委编办、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与省农业农村厅同
步举办 2022 年公费农科生教育协议签订
仪式，定向培养 8 名公费农科生，统一颁
发了录取通知书。

公费农科生是优先支持农业的重要
体现，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是完善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重要行动，
是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途径，目的是为

乡村培养一支“回得去、留得下、用得上、
靠得住、干得好’的‘永久牌’人才”，让高
素质高学历年轻化专业化人才充实到基
层一线，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水平。我市
定向培养的公费农科生主要来源于云冈
区、云州区、天镇县，涵盖植物保护和动
物科学 2 个专业，由山西农业大学承担培
养任务。公费农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收
学 费 、教 材 费 、住 宿 费 并 给 予 生 活 费 补
助，毕业后到乡镇和基层综合便民服务

机构专项从事农技推广，入职时签订事
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合同期限为 5 年。

签约仪式上，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
寄语学生要珍惜这次难得的机遇和优越
的条件，立志投身三农，不负青春，不负
韶华，苦学本领，怀揣为祖国农业科技事
业奋斗的初心，勤奋学习、踏浪筑梦。山
西农业大学负责人与学生及其家长进行
了交流，详细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和培养
方式。

我市定向培养8名公费农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