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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在潞城区山西云岩山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仍旧是一片浓绿，
葱香四溢。这几天，一批批新鲜的大
葱从田间地头运送到加工车间，经过
起葱、吹葱、切叶、装袋等一系列精细
加工工序后，变成了一捆捆整齐划一、
品质上乘的“潞城大葱”产品，准备销
往全国各地。

在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手持喷气式
气枪对大葱进行去皮作业。这些机器
利用高压气流原理，仅需几秒钟，就能
够迅速而精准地剥离大葱的外皮，同时
避免对大葱内部造成损伤，一棵棵原本
裹满泥土的毛葱就被处理得光洁如新，
确保了产品的品质和口感。

“咱在打包葱的过程中，不能有烂
根、烂叶，大小要均匀……”云岩山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建军一遍一
遍地叮嘱工人大葱打包的标准。打包
区的工人将处理好的大葱放置在指定
位置，按照预设的长度标准快速完成
切叶，确保切口整齐划一，随后再进
行称重、装袋、封口等一系列操作，整
个流程高效而有序，经过粗加工后的

“精葱”在市场上的售价远高于普通

的“毛葱”，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入，还提升了“潞城大葱”的产
品附加值。这些“精葱”品相好、口感
佳，销量持续增长，深受消费者的喜
爱。“我来这儿打包葱，一斤就是0.15
元，一天就是一千斤左右，能挣100多

元，我很满意。”潞华街道合室村村民
马丽说。

此外，云岩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还
通过线上销售平台，实现销售渠道的多
元化，提高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将“潞城大葱”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为了避免大葱集中上市，我们根
据客户的订单需求，从田间地头收获的
毛葱，通过切叶、去皮、打包、装箱以后，
每斤能卖到3到4元，比起毛葱的价格
翻了一番，为企业提高了一倍以上的收
益，也为当地的农民增加了收入。”宋建
军说。

近年来，云岩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立足“潞城大葱”产业基础，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优化种植布局，提升产品质量
和附加值，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同时，该公司还采取“公司+基地+
农户+市场”的模式，逐步实现大葱产供
销统一化经营，辐射带动周边村扩大种
植，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据了解，该公司加工车间每天能打
包“精葱”3万斤，生产销路主要是河南、
长治紫坊农贸市场，订单销售模式让收
入更加有保障。今后，该公司将进一步
扩大种植面积，引进优质大葱品种，优
化大葱品相，扩展订单农业，拓展“潞城
大葱”市场，同时带动更多的农户种植
大葱，推广育苗、移栽、收货、加工、销售
等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模式，为乡村振
兴注入更多的内生动力。

潞城区

胡萝卜映红好日子
眼下正是胡萝卜丰收的时

节。11月20日，记者在长子县
鲍店镇东北常村看到，在冬日
的阳光下，一垄垄胡萝卜在田
间绵延铺展，种植户穿梭在地
里，将一个个颜色鲜艳、大小均
匀的胡萝卜从土里拔出、去缨、
分拣、捆绑、装袋，丰收的喜悦
洋溢在田间地头。

“每年11月至12月是胡萝
卜采收期。我今年引进了新品
种，种了有 2亩多，产量很不
错，亩产1.2万多斤，现在市场
价格也好，每斤能卖5、6毛钱，
收入很满意。”已经有20多年
种植经验的李志立一边整理着

胡萝卜，一边向记者介绍挑选
胡萝卜的标准，“好的胡萝卜颜
色要红，两头形状要圆圆的，大
小最好在18至20厘米之间。”

东北常村地平水浅，土质
疏松，产出的胡萝卜大小均匀、
色泽鲜艳、皮薄甜脆，除了满足
本地的市场需求外，还销往河
南、长沙等地，深受各地消费者
和客商欢迎。

来自河南的客商赵天柱正
指挥着工人们装车。赵天柱
从事胡萝卜销售已有十多年
时间，在他看来，这里的胡萝
卜无论是外形还是口感，都比
别的地方好很多，外地客户认

可度很高，所以他每年都会把
收购胡萝卜的主要精力放在
长子县。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
年来，东北常村以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目标，积极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以“稳面、扩产、提质、增
效”为目标，利用冬小麦+胡萝
卜复播轮作模式，大力发展胡萝
卜种植产业，大大提高了土地利
用效率，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在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在这里干活，比外面打工
强多了，工资也不低，既方便照
顾家里，还能挣钱，日子越过越
有奔头。”村民王富贵高兴地说。

文/图 杨鹏 段婷婷

本报记者 李盼

11 月 19 日，记者走进沁
县山西北方水城食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看到，生产车间内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
们正在生产线上忙着蒸米、晾
米、压片、切片、油炸、拌料、包
装……不一会儿，一锅锅热腾
腾的米饭就变成了一包包香
脆的锅巴。

沁县山西北方水城食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当地特有
资源，集土地托管、种植加工、
仓储销售、产品研发、电商运营
于一体，通过创新“沁州黄小米
和沁州黑杂粮”轮耕倒茬模式、

“有机旱作二十四节气法”以及
丘陵地“全封闭半托管大轮作”

种植模式，实现了“沁州黄小米
和沁州黑杂粮”品质的上升，走
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精深加
工”创新发展之路。

该公司以其独特的经营模
式和优质的产品，不仅为当地
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沁县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文/图 本报记者 张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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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县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杨亚娟报道：近日，襄垣县文化和旅游局

精心组织专业普查队伍，深入夏店镇西北阳村及其他地区，
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对我国境内不可移动文物资源
进行全面调查的一项系统性工作，通过对古建筑、古遗址、
古墓葬等不可移动文物开展复查和新发现，明确全国不可
移动文物资源分布、价值特征，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
据库，促进文物活起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需求。

普查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多
种方式，积极宣传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与内容，并详
细解读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向村民普及文物保护知
识，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文物普查工作。

普查过程中，为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信，工
作队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对古建筑、古遗址、石刻、近现代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同类型的文物进行了实地勘察，
并对已登记的文物点进行了复查，进一步摸清了全县文物
资源的分布、数量、保存状况等，为未来的文物保护和利用
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工人们打包加工后的“精葱”。

工人们正在加工小米锅巴。

为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
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96号）和
公安部、山西省公安厅、长治市公安局相关文件精神，现八一
路派出所决定对以下1名儿童进行公告。如以下儿童亲属看
到公告,请于7日内持有效证件或证明前来认领，如逾期无人
认领，我所将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人员，并按相关程序为以
下人员办理户口登记。

郝*硕，男，身体健康无异常。2023年1月9日在山西
省长治市屯留区被其生母送于现事实抚养人，现生父母无
法联系。

现进行公告，如有以上人员亲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信息
或者其他线索的，请及时来电、来信向公安机关反映。

公示时间：2024年11月21日至2024年11月27日
联系电话：0355-2054323
来信地址：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潞州分局八一路派出所
邮 编：046000

长治市公安局潞州分局八一路派出所
2024年11月21日

寻亲公告

致富路上“葱”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