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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曲沃县县委书记
杨保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就曲沃智
创园项目进一步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建设智创体系是在落
实中央、省委、市委的一系列决策部
署中，结合曲沃实际明确的发展方
向。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省
委书记楼阳生“走老路只能是歧路、
死路，探新路才能赢得出路”的指示
精神，按照市委“一三四三”工作思
路，不断创新，勇于探索，走出曲沃

的转型之路。
会议要求，曲沃各职能部门要充

分认识智创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拿出积极行动；要对标先进，
加强学习跟进，结合曲沃实际，强化
工作研判，体系化稳步推进；要采取
有效措施，提高组织服务水平，在工
作思路、方法和机制上求创新，全力
推进智创体系建设；要进一步落实
责任、细化分工，做到人尽其才、人
尽其用；要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转型发展。

据悉，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
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
指导意见》和省委《关于加快构建山
西省创新生态的指导意见》要求，认
真落实全市党政代表团赴浙陕考察
学习总结交流座谈会会议精神，曲沃
县以智创“1+N+X”体系建设为抓手，
加快构建县域创新生态。曲沃智创

“1+N+X”体系建设即：建设 1 个智创

园，建设 N 个域外协同创新基地，引
进建设 X 个科研工作院（所、站）；融
汇智创展示、人才服务、信息汇集、众
创平台、入园（寓）评审、联络推介等
功能，总建筑面积 16600平方米，包括
智创中心、云展中心、大数据中心、教
培中心、人才服务中心、评审中心、直
播中心以及人才公寓、餐饮、健身、超
市、书吧等附属设施，承担信息政策
汇集、组织推进创新、中介联络服务
等三大平台功能。 张 涛

曲沃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
照“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带领
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这一目标，大力推
广农业托管服务，有效解决了外出打工
农民地没人种、没人管的问题。

因为夏收夏播，6月份是一年中最
繁忙的时候。今年同样是6月，曲沃县秦
岗村 78岁的李志刚却悠然自得地站在
地头，他定气神闲地看着地里玉米播种
机作业，三下五除二便完成夏播，切身体
会到了农业托管的便利和高效。

老李说，以前种十几亩玉米很熬煎，
现在让托管站把地托管了耕种，以后别
说十几亩，地再多也不发愁了。

“你外出挣钱，我代你种地。”这些农
业托管服务标语让老李看着心里就感觉
很踏实。老李还说，虽然地让托管所管
了，但实际土地所有权还是自己的，也不
是说人家想给你种啥就给你种啥，而是
咱个人想种什么给人家说一句人就给你
种上了。这种方便是以前想不到的。

在曲沃，像老李这样享受农业托管
便利的人还有很多。由于外出务工人员
多，小麦产量高，秦岗村被确定为全县小
麦托管的第一个试点村。合作社从小麦
播种、施肥、病虫害统防、收获、秸秆还田
实行全过程作业，每亩地只需交纳 204
元的服务费，就可以当甩手掌柜，而且国
家每亩地还补贴86元。秦岗村民李白义
说，现在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

了，种地呈明显老龄化，农业托管服务给
农户代耕、代播、代收，大大降低了劳动
力成本和作业费用，农户一是省力二是
省钱三是省心，也促进了农民对种地的
热情，而且收益上也有了保障。秦岗村村
委会主任李军玲介绍，自从2018年实行
农业托管，全村从开始连片作业到现在
全覆盖，今年已经达到 3000亩左右，亩
产量都在 1000斤左右，增产增效明显。
这就是农业生产托管带来的实实在在的
好处。

永利农机合作社是曲沃县农业生产
托管试点之一，该合作社从2018年开始
实行小麦托管模式，托管面积由原来
1000亩扩大到如今2000余亩。据永利农
机合作社负责人刘斌介绍，今年合作社
出动 3台玉米播种机和 3台小麦收割机
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服务，以后随着托
管服务的拓展，作业机械数量还会大幅
度增加。

农业托管是农户在不流转土地经营
权的条件下，将农业生产的耕、种、防、收
全部或者部分作业环节委托给社会化服
务组织完成的经营方式。曲沃县结合实
际，出台了《曲沃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
点项目实施方案》，一是县托管办与各服
务组织分别签订《曲沃县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合同》和《目标责任书》。二是各服务
组织与被服务农户签订《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合同》，作业时填写《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作业单》，共签订服务合同 2.98万
份，每份作业单上有服务农户签字摁手
印予以认可。形成了以集体经济组织为
主，以农机专业合作社为辅的生产托管
服务模式。

曲沃县农村经营服务中心副主任梁
栋说，今年全县夏季小麦机收6万余亩，
玉米机播 4万余亩。往年全县麦收工作
需要 20天，玉米播种需要 24天。通过托
管后，分别减少了7天和10天时间，小麦
从原来的亩产700斤增到现在的1000斤
以上。托管后，服务组织可以集中机械、
集中时间规模作业，既节约了作业时间，
又做到了适时收获、播种，不误农时。两
年来，全县累计服务农户4.52万户，通过
电话抽查和入户调查，共回访农户 3218
户，占服务农户的 7.1%，农民满意度达
100%。

从2018年开始农业托管以来，曲沃
县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村集体经济
为主导的服务模式，在农业生产中发挥
巨大作用，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便利和效益，而且已经逐步开始在大
蒜、苹果等经济作物上进行了一部分试
点。下一步，曲沃县继续将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从部分环节向供种、耕种、防、收到
销售全程托管运作，从粮食作物向果蔬
作物拓展，使全县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
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不断加
快。 （俊丽 铁铸）

天 赐 玫 瑰 种
植，因劳动强度小、
效益明显，受到农
户的欢迎。曲沃县
南柴村以土地流转
方式集中连片发展
天赐玫瑰，把它当
作一项农民增收致
富的朝阳产业。图
为农户在玫瑰园采
摘玫瑰鲜花。

姚俊丽 摄

夏商周三代，是酒与礼制结合
最为密切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酒礼，
造就了形制丰富、变化多样的古代
酒器，今天介绍的是青铜酒器组合
中的代表性器物——爵。

爵
这件爵出土于晋国第一代国君

燮父夫人的墓葬，前面有倾酒用的
流，便于里面的液体倒出，后面有尖
锐 的 长 尾 ，旁 边 有 兽 首 形 鋬（把
手），口沿上还有两个伞形的小立
柱，高冠长尾，舒展不拘，整体造型
像一只欲展翅高飞的雀鸟，可以说
爵是青铜器群体中最具动态美的杰
作了。

那青铜爵上形若伞形的立柱究
竟有什么作用呢？文献中未见记载，
因此引人遐想、有很多猜测。不过据
专家考证，青铜爵的立柱其实是用
来挂滤网的。因为夏商周时期的酒
并非后世所用的清澈的蒸馏酒，而
是酿后连糟混置的黄酒，因而酒体
浑浊，在饮用或祭祀之时需要用网
状物把残留的酒糟和植物渣滓分离
出来，澄滤干净，再加上爵是用来祭
祀的礼器，那敬神自然要用最纯净
的酒，过滤之后方能“用献用酌”。

接下来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就与青铜爵有关。

加官晋爵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载：“郑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
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
始恶于王。”

西周末年周幽王上演“烽火戏
诸侯”的闹剧，为自己招来杀身之
祸。郑国国君曾会同晋文侯、卫武公
等各路诸侯勤王救驾，护送周平王
迁都洛阳，立下了汗马功劳。到了周
惠王在位时，郑国国君郑厉公设宴
招待周惠王，惠王将王后使用的鞶
（pán）鉴（一种用铜镜装饰的带子）
赏赐给了郑厉公。不久，另一位诸侯
国虢国的国君向惠王要赏赐时，惠
王赏给虢公一件青铜爵。郑厉公听
说这件事后勃然大怒，对周惠王心
生嫌隙。之后，郑国干脆不听从周天
子的命令，还把周王派来的使者给
扣压了。

听到这，大家肯定疑惑了，为什
么一件铜爵会引发这么大的矛盾
呢？这是因为商周时期的贵族祭祀
和饮酒所用酒器有着十分严格的制
度规定。依据当时的礼制要求，贵族
们使用的酒器，根据身份的高低贵
贱有着严格的区别，只有身份尊贵
的人才能使用铜爵。

所以郑国国君在听说周王赏赐

了虢公一件铜爵之后才会勃然大
怒。爵在当时，绝非普通的礼器，它
代表贵族的等级，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爵位”。《礼记·王制》中记载：

“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
子男也。”就是说，周朝有五等爵
制，从高到低依次是：公、侯、伯、
子、男，以后各代的爵称和爵位制度
则因时而异。爵代表着身份和地位，
并由此衍生出了今天的成语——加
官晋爵。

曲沃全力推动智创体系建设

农业托管利万家

曲沃，一方智慧创新的热土，这里
春潮涌动，千帆竞发。沃国大地上，以

“三大中心、八大园区”为基础的“智慧
菜谷”，以“两大钢企、六大产品”为主
导的绿色钢铁，以“六大景区、四大园
林”为核心的全域旅游齐头并进，产业
转型蹄疾步稳。

2020年，曲沃县委、县政府高瞻远
瞩、乘势而上，提出了“推进智创‘1+N+
X’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创新生态”的意
见，强力打造 1个智创园、N个协同创
新基地、X个驻沃科研院（所、站），以此
构建智创新体系，启动发展新引擎。

一园区夯基
钢铁工业、智慧菜谷、现代农业、

文化旅游是曲沃的四大优势产业，县
委以此为依托大手笔实施了智创园项
目，为智慧发展打牢基础。

智创园位于曲郑路中段 8号楼及
临街两层商铺共计 16600平方米建筑
内。项目将高标准打造“智创楼”和“智
汇楼”，功能划分为“1寓7中心”。1寓即
人才公寓。包括80套初、中、高级人才公
寓，10套居家式众创空间以及餐饮、健
身、超市、书吧等附属设施；7中心即智
创中心、云展中心、大数据中心、教培中
心、人才服务中心、评审中心、直播中心。

“1寓 7中心”采取政府管理、专业
团队运营的模式。在运营中发挥中枢
纽带作用，打通人才、技术、产业互通

“最后一公里”，实现产学研有机融合。
通过组织开展创业大赛、智创直播、离

岸孵化、人才直聘、金融支持、智创论
坛等活动，营造全社会浓厚的智创氛
围，实现信息技术应用服务的新突破，
产业新材料、新技术研发应用的新突
破，农业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新
突破，人才引进数量质量的新突破，创
新企业孵化落地的新突破，金融、信息
服务创新创业的新突破，进一步夯实
曲沃智创基础。

N基地蓄势
智创范围有多广，互联互通是关

键。为了延伸智创体系的宽度和广度，
曲沃县在2020年的智创规划中设定了
4个域外协同创新基地，后期还将根据
产业发展需求，进一步拓展建设。

4个域外协同创新基地分别是由
通才工贸有限公司、西安理工大学合
作建设的西安协同创新基地，由通才
工贸有限公司、意大利达涅利 ABS 公
司研发中心合作建设的天津协同创新
基地，由立恒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合作建设的上海协同创新基
地，由闽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厦门钨
业集团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合作建设
的厦门协同创新基地。

四大基地将聚焦县域重点企业、

重点项目，在钢铁产业链优化、新材料
研发、新工艺应用等方面深化产学研
合作，推进人才柔性引进。协同创新这
一模式集聚起了科研院所（高校）创新
资源，与产业要素实现无缝衔接，为打
造产业特色鲜明、规模集聚明显、产学
研合作紧密、科技服务体系完善、产业
竞争优势显著的创新要素和产业要素
集聚区积蓄了能量。

X机构赋能
智创的关键在于科研，目的在于发

展。曲沃以县域重点企业、重点产业为依
托，吸引科研院（所、站）驻沃科研，建立
科研、中试、推广基地，实现科研-技术-
产业的有机融合，为县内重点企业技术
革新、重点产业创新发展赋能添彩。

按照规划，2020 年曲沃县将引进
建设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曲
沃果蔬产业研究院、全球中医农业黄
河金三角·曲沃科技创新（果蔬）基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蔬菜生理
生态与生物技术团队曲沃工作站、国
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晋陕
豫黄河金三角工作站、山西农业大学
技术人才曲沃培训基地、北京农学院
技术转移曲沃工作站、山西省设施蔬

菜提质增效协同创新中心曲沃基地、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曲沃实训基地、太
原理工大学“现代冶金研究院”、“晋南
产业学院”、临汾职业技术学院“校企
合作”基地等 11个科研院（所、站）。后
期还将根据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拓
展建设。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科
研机构基础设施完善，人员配备到位，
科研方向明确，推进成效明显。届时，
曲沃将以科研机构为依托，借脑施策，
解决重点项目、重点工作中的技术难
点，引进更多的专业人才；通过精准出
击、靶向创新，为绿色钢铁、智慧农业
等产业注入活力；通过推广应用，让曲
沃的创新成果走出去……那时，曲沃
的信息技术应用会有新突破，新材料
新技术研发会有新突破，人才引进数
量质量会有新突破，创新企业孵化落
地会有新突破，曲沃孜孜追求的高质
量发展会有新突破。

创新之要在于人才，智慧发展唯有
实干。智创“1+N+X”体系建设，将激发
起全社会浓厚的智创氛围。该县将乘着
智慧创新的快车，奋勇争先、蹚出新路，
为把曲沃建成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业
潜力有效激发，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创
新生态县区级新标杆而不懈努力。

活力曲沃 智创之城

县 域亮点

以晋系青铜之名以晋系青铜之名

话中国成语故事话中国成语故事（（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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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酒器青铜酒器———爵—爵

县长直播带游带货
连日来连日来，，领导干部化身网红主播领导干部化身网红主播，，走进直播间带货走进直播间带货，，受到广大群众一致点受到广大群众一致点

赞赞。。领导干部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领导干部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强力推介地方农业特产和文旅产想方设法强力推介地方农业特产和文旅产
品品，，线上叫卖线上叫卖、、线下叫好线下叫好，，网络销售常态化成为全县农旅产品走向市场的重要手网络销售常态化成为全县农旅产品走向市场的重要手
段段，，也成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也成为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图为曲沃县委副书记图为曲沃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滨县长吴滨，，县县
委常委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惠生常务副县长孙惠生，，副县长魏波副县长魏波、、崔永慧在直播间带游带货时的情景崔永慧在直播间带游带货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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