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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露）记者 6 日从市乡
村振兴局获悉，近日，全省认定了 98 家农
业种植、养殖基地为 2022 年度省级特色
产业帮扶基地，其中，我市有 10 个特色农
业基地榜上有名。

为加快推动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产业发
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我市积极创建特色

产业基地，大力聚焦产业融合发展，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进特色产
业帮扶基地产销一体化发展，推动乡村产
业全链条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打造新引
擎、拓展新路径。

此次我市上榜 2022 年度省级特色产
业帮扶基地的分别是：平城区森海食用菌
种植帮扶基地、云冈区金农合作社蔬菜种

植帮扶基地、新荣区郭家窑村有机杂粮（药
材）加工帮扶基地、左云县特色观赏作物帮
扶基地、天镇县南河堡村汇地产业帮扶基
地、广灵县宜兴乡直峪村有机小米帮扶基
地、灵丘县武灵镇食用菌现代农业产业帮
扶基地、浑源县官儿乡黄芪产业帮扶基地、
阳高县大白登镇蔬菜产业帮扶基地、云州
区西紫峰村黄花鸡养殖帮扶基地。

我市10个特色农业基地榜上有名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为保护利用好

种质资源，开展创新攻关，扶持种业企业、
提升种业基地等，今年，我市深入实施种
业振兴行动。这是记者 6 日从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的。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市域特优农作
物品种及丰富地方畜禽资源优势，高质量
发展现代种业，去年市级安排 2900 万元专
项资金支持以“雁云白羊”肉用羊、“德晋
红”乳肉兼用牛和特色杂粮、马铃薯新品种
培育为突破口，采用杂交育种结合闭锁等
技术培育新品种，扶持壮大优势种业企业
10 家。推进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构建了
以左云县为主体，新荣、阳高、天镇、灵丘为
辅的发展格局。实施完成了投资 1500万元
的马身猪和投资 1735 万元的广灵驴 2 个中
央现代种业提升工程项目。推进省级、国
家级边鸡资源保护场创建，组建 60个家系、
1000羽核心保种群和 1000余羽的核心育种
群，新繁育种鸡 3800多羽。

今年，我市继续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保护利用好种质资源，完成种质资源
普查，持续推进边鸡、广灵大尾羊、灵丘青
背山羊保护提档升级，加快马身猪种质资
源开发利用，加强黄花、黄芪及杂粮等种
质资源圃建设；以“雁云白羊”“德晋红”乳
肉兼用牛 2 个畜禽新品种培育项目为引
领 ，加 大 以 国 家 级 资 源 马 身 猪 为 基 础 资
源，开展符合大体型“三晋黑猪”新品种培
育，推动高寒生态区马铃薯、糜黍、莜麦及
黄花、黄芪等特色种质资源重要性状表型
精准鉴定、发掘和创制。

我市深入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彩峰）近日，500 千
伏丁崖变电站运检业务交接仪式在同举
行，标志着该变电站正式启动超高压属
地化管理，由国网大同供电公司进行属
地化运维。

“ 超 高 压 输 变 电 设 备 属 地 化 管 理 ，
是 国 家 电 网 公 司 适 应 电 网 高 质 量 发 展
的重大决策，是保障电网安全、培育生
产核心队伍的有效途径。”国网大同供
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500 千伏丁崖
变 电 站 是 全 省 首 座 超 高 压 属 地 化 管 理
站，该站作为正负 800 千伏特高压雁淮
直流工程在华北电网的落点，区域采煤
沉陷区、国家级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
的“ 绿 电 ”外 送 枢 纽 ，每 年 可 增 加 28.47
亿千瓦时新能源电力输送，大幅提高省
内“北电南送”全国“西电东送”绿色占
比，助力大同从“煤都”向“新能源之都”
迈进。

据了解，丁崖变电站于 2022 年 12 月
投运。经过 3 个月的过渡期，该站运检业
务于今年 3 月初正式移交至国网大同供
电公司。为确保变电站顺利移交、运行
正常，大同供电公司超前谋划、精心准
备，与国网山西电力、山西超高压变电公
司进行了多轮沟通，同时，选拔出一支年
轻化、精英化业务团队，并开展多样化培
训 活 动 。 大 同 供 电 公 司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将以丁崖站属地化为契机，深化超高
压设备认知，提升对 500 千伏设备运行机
理、试验检测的掌握水平。优化运维模

式 ，加 快 智 能 巡 检 等 新 技 术 在 本 站 应
用。增强系统意识，树立“大电网”观念，
提升运行监控等关键业务管理水平。

交接前运维人员认真巡检交接前运维人员认真巡检 张彩峰张彩峰 摄摄

本报讯（记者 纪元元）3 月 1 日，在山
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进场动
员会上，随着山西大同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向施工单位移交电站建设规章制度，进行
安全交底、技术交底，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
程正式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主体工程包括输水发电系统工程、水
库工程，其中输水发电系统工程由山西水
利建筑工程局、中铁十四局联合承建，水库
工程由葛洲坝集团、中建中环生态环保科
技公司联合承建。今年，输水发电系统工
程将围绕地下厂房洞室群、尾水部分隧洞
以及施工支洞等展开，水库工程包括上水
库、拦河库、拦沙库三座水库的施工。

据了解，该电站总装机容量 150 万千
瓦，安装 4 台 37.5 万千瓦可逆式水泵水轮
发电机组，年设计发电量 19.22 亿千瓦时，
年抽水耗电量 25.63 亿千瓦时，项目总投资
89.23 亿元。电站建成后，每年可使山西电
网 节 约 标 煤 13.55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32.14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0.61万吨。

主体工程进入
实质性施工阶段

山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

省级特色产业帮扶基地名单公布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我市通过开
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服务平台，助
力乡村振兴。这是记者 6 日从市供销社
获悉的。

近年来，我市供销社系统探索开展
“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积极发挥供销社组
织和网络优势，形成生产为基础、流通为

主导、信用为支撑的综合服务新机制，打
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服务平台，广灵
县供销社积极发挥“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试点优势，去年，对 8 个乡镇的农合联人
员进行了调整，完成土地耕种、土地配肥、
玉米杂粮收割等农技服务 2.6 万亩，全托
管土地 2000 亩，销售农产品 306 万元，农
资 139 万元，收购杂粮 800 万公斤，种植玉

米示范田 130 亩，亩产达到 1200 公斤，联
合邮储银行为 18 户小农户提供金融服务
200 万元。云州区供销社联合区农商行在
峰峪乡东后子口、下渝涧村探索开展“三
位一体”试点，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
合服务平台，助力乡村振兴。灵丘县供销
社以上寨镇为主体，成立了乡镇农合联，
吸收种养大户、农机服务等会员 39个。

市供销社发挥优势助力乡村振兴

生产供销信用合作

本报讯（记者 孙向阳）我市税务系
统持续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创新纳税服务模式，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增加了纳税人缴费人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是记者 6 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大同市税务局获悉的。

阳高县税务局在云林广场和商户一
起摆起了“地摊儿”，各种各样的宣传彩页
吸引着纳税人缴费人。在天镇县经营美
发店的张帅，每周都能在微信里收到一份

《边城税报》。“税报里面都是最新的税收
优惠政策，享受了这些优惠政策让我省下
不少钱呢！”张帅说，这个由天镇县税务局
每周推出的《边城税报》，通俗易懂、贴近
生活，已成为当地“最火”的税收宣传平
台。灵丘县税务局专注于税费服务的精
细化。岁末年初，前来办税服务厅缴纳城
乡医疗保险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以老年人
居多。该局积极完善特殊服务设备设施，
设置无障碍通道、配置爱心专座、提供轮

椅、老花镜、放大镜等相关便民物品，提供
“一站式”综合服务，尽量缩短特殊人员的
等候和办理时间。左云县税务局积极与
当地农村商业银行合作，通过签订委托代
征协议，由银行网点代征社保费，网点工
作人员指导缴费人通过柜台或手机 App
缴费，充分发挥网点布局多的优势，方便
居民缴费。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推出了预约办税、云上办税等创新举措，
让纳税人少跑路、享实惠。

税费服务精细化 便民办税暖人心

助力“煤都”向“新能源之都”迈进
全省首座超高压属地化管理变电站移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