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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事业无限好甜蜜事业无限好
——潞城区辛安泉镇古城村着力建设助残帮扶红薯种植示范基地

抓实酒业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近年来，沁源县
交口乡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依
托当地资源优势，利用千年古法酿酒技艺，着力打
造“七星岳”酿酒品牌，培育酿酒产业，带动村民致
富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走进交口乡七星岳酒业包装车间里，工
人正在忙碌地洗瓶、灌装、贴签、入盒……不一会，
一瓶瓶“七星酒”系列包装精美的白酒“走”下生产
线，等待装箱。

早在2017年 8月，山西七星岳酒业有限公
司就成立了，最早生产销售“顶誉”“七星岳”含锶
饮用天然水，不久后又投资了酒业项目，生产清
香型白酒和露酒。目前，公司已注册“七星岳”商
标品牌。
“公司现有1个制酒车间，2个灌装车间，发酵地

缸数量400口，项目白酒年产量为200吨、配制酒
400吨，已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发
展模式。”公司生产负责人武剑辉介绍道。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沁源县菩提寺景区，总
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总投资5千万。该公司通
过瞄准市场，打造特色品牌，七星岳酒厂得以稳步
发展，不仅解决了周边粮食销售的问题，同时也为
许多村民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机会。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七星岳’酒业酒
产量逐年提升，带动农民就地就业，实现增收，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交口乡将继续全力以赴推
广‘七星岳’白酒，让酒文化成为一张亮丽名片，令
更浓的香气、更醇的滋味飘得更远。”交口乡党委
书记燕旭飞说。

贺志敏

今年以来，潞州区马厂镇漳
移村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长
效管护机制，使村容村貌发生了
喜人的变化，为村民营造了良好
的生活环境。

走进漳移村文化和移民广
场，墙面上的历史文化彩绘已经
完工。今年以来，漳移村加大投
资力度，在公共场所打造文化长
廊，将垃圾分类、孝老爱亲、文明
节俭、生态环保等内容融入其中，
以美好乡村图景为卷，以创意彩
绘形式为笔，绘出浓郁的新时代
文明新风。

“如今我们村的建设一天比
一天好，路面硬化了，路沿也改造
了，墙上画了画，十分漂亮，看了
心情很愉快。”村民鱼双保说。

一墙一风景，一墙一文明。
墙体绘画色彩绚丽，地面硬化紧
锣密鼓。在漳移村主干道上，工
人师傅们正在混合水泥砂浆，切
割海绵石块，压实新铺地面。据
施工负责人介绍，地面采用海绵
砖铺设，透水性、防滑性好，预计
再有20天左右就能完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
以来，漳移村建立了专业垃圾清运

队伍，配备配齐垃圾桶，整理完善
“垃圾不落地”工作台账，定时定点
开展清扫和垃圾回收工作，实现了
村庄垃圾收集全覆盖。同时，还加
强村庄绿化，草坪种植等工作，加
快了绿色村庄建设步伐。截至目
前，漳移村共清理积存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1300余吨，整治村内公
共区域“四堆”“六乱”92处，铺设
环保海绵砖3200平方米，全面改
善了农村环境卫生脏乱差的现象，

书写美丽漳移新画卷。
漳移村党支部副书记鱼雪

波介绍，村里将持续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和乡村文明建设，继续挖
掘地域文化特色，结合漳移实
际，因地制宜打造文明窗口和宣
传美化家园主阵地，持续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健全日常
清洁、垃圾清运等长效机制，治
标与治本同步推进，点亮文明新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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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荷风送香。
位于潞城区辛安泉镇古城村的红

薯种植基地，绿油油的红薯秧苗长势喜
人，村民李永芳正小心翼翼地除草，生
怕不小心铲掉一棵红薯苗。李永芳是
三级智力残疾，生活主要来源靠在村里
打扫卫生和种植自家农田。镇里实施
助残帮扶项目后，李永芳积极报名，经
个人申请、村镇区级审核后，正式加入
该项目。

“现在的政策好，国家关爱我们残
疾人，镇里、村里建设了这么好的项
目，我会好好经营这片地，争取秋天大
丰收。”说到这里，李永芳的眼里充满
着希望。

“浊漳河水好哟，西流红薯甜……”，
这是流传于潞城辛安泉镇一带的一首
民谣，形象地描述了西流红薯的特点，
其主要产区就位于古城村。近年来，
该村立足资源优势，在辛安泉镇党委
政府支持下建成红薯产业园，引进新
技术，发展无矾粉制品加工产业，通过
展销推广、直播带货，2023年销售额突
破20万元。

潞城区残联了解到古城红薯产业
的良好发展前景后，在辛安泉镇政府的
支持下，谋划实施了助残帮扶项目。“我
们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切实巩固拓展

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困难残
疾人家庭自我发展和创收能力，进一步
加大残疾人的稳岗就业帮扶、残疾人家
庭的产业帮扶。”潞城区残联理事长崔
晓瑞说。辛安泉镇残联在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征求残疾人意愿，在得到广泛

支持后，出台实施方案，首批吸引了35
户残疾人家庭参与。

续村魏爱林，一级视力残疾，无劳
动能力，其妻刘改香听说后立即报名表
示要参加这一项目，并于5月16日参加
了第一期红薯种植技术培训。“这是件

大好事，我老伴眼睛看不到，家里生活
基本靠我一个人维持，参加了此次助残
项目，在大家的帮助下，相信我们的生
活会越来越好。”刘改香说。

红薯种植专家、古城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李向荣对这一项目大力
支持。他说：“我们采取‘一年帮扶三年
收益’帮扶模式，第一年村委提供全过
程管家式指导帮扶，明确最低收益；第
二年免费提供秧苗、技术指导，回收产
品；第三年免费学习红薯加工制粉，粉
条粉皮制作，吸纳进入加工车间务工就
业。我们将尽心尽责做好各项服务，不
断扩大基地种植规模，争取帮扶更多困
难残疾人，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看到家庭的希望。”

“辛安泉镇将持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聚焦困难
群众稳定增收目标，紧紧围绕群众急
难愁盼，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不断
提高残疾人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满意度。在发展助残帮扶红薯种植示
范基地项目中，我们统一良种供给、技
术指导、农资供应、价格收购，希望能
带动残疾人朋友就业创业，增加收入，
进一步助推助残模式向‘自我造血’

‘自我发展’转变。”辛安泉镇党委书记
杨晓姗说。

绿油油的红薯秧苗长势喜人。

工人师傅对墙面进行彩绘美化。

沁源县交口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