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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在运城永济市蒲州镇鹿峪

村，蒲坂红吊柿生产加工合作社工作人员

在晾晒柿饼。近年来，永济市蒲州镇大力

发展柿子种植加工产业，实现了柿子产业

和生态旅游的初步融合。 姻 李向东摄

11 月 7 日，在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流涧村内，和着

富有节奏的号子声，一捆捆沾染着新鲜泥土，葱白莹润、

葱叶翠绿的大葱正在被农民师傅们合力装载上车。

在精心培育下，大葱亩产可达 3500 余公斤，150 亩农田

可收获 50 万公斤优质大葱，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拓宽乡村振兴之路。自 2023 年以来，流涧村引进优势

品种，从种植、田间管理、销售等方面入手，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大葱种植带来的实惠，村集体经济收入也明显增加。

大葱的规模化种植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

会，收葱村民每日可获得 150 元工资。近年来，流涧村牵

牢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因地制宜发展香葱产业，乡村

小产业，“葱”满大希望，一幅百姓富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美

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李婷

香葱喜迎丰收 促进乡村振兴

长治市源起生物酿造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将醋泡黑豆装盒 姻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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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李 万

以党建引领推动力量“聚合”，筑牢乡村振兴“桥头

堡”。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

村振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组织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

目标之一，也是根本保证。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

强化提升行动，强化提升标准，解决突出问题，实现农村

党组织晋位升级，把每个支部都打造成乡村振兴的“主心

骨”。对此，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各级

党组织领导核心、政治核心作用，抓好“领头雁”队伍建

设，提高村“两委”干部“三农”工作本领，切实改进工作作

风。同时，要通过多元化选拔、专职化管理、专业化培训、

规范化使用，持续加快培养现代高素质农民等专业人才，

注重吸纳组织认可、群众公认、自愿服务的退休干部、在

职党员、网格员等本土力量，打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

时代要求、具有领导农业强国建设能力的“三农”干部队

伍。

以产业为基推动发展“聚能”，提升乡村振兴“硬实

力”。乡村振兴，产业是根。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基

础，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抓住产业

发展这个“牛鼻子”，突出提升“造血”功能，持续用力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乡村振兴并非“千村一面”的“复制粘

贴”，而需要因地制宜。一方面要学习浙江省“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学习现有的乡村“优等生”们的典型

做法，从先进经验中汲取共通做法。一方面要坚持因村制

宜、一村一策，依托农业技术和生态资源优势，精心谋划

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体验农业、休闲

农业、定制农业等新业态，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特色产

业，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借助企业、商

会等社会力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对接、优势互补，发动

企业积极参与村级产业开发和项目建设，加大对农村特

色产业投资，唤醒沉睡的闲散资源，撬动涌动的社会资

本，积极推动村企联动抱团发展，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局

面。激活村级生态资源、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资

源，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土地整治、农村服务业发展、农村

电商等有效手段，切实把政策、资源等优势转化为集体经

济发展优势。

以治理创新推动服务“聚力”，下好乡村振兴“一盘

棋”。乡村要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创新基层管理。紧紧

围绕构建党组织领导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以网格化

管理为基础，构建“行政村党组织—网格（片区）党支部

（党小组）—党员联系户”三级组织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街办、矛盾不上交，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凝聚

治理合力。凸显文化铸魂。以党风政风引领农村新风，在

移风易俗上下功夫，积极引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社会风

尚，加大孝亲敬老等典型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群众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推动乡村振兴，既是

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始终把建设农业强

国的“头等大事”放在心里、抓在手上、扛在肩头，用愚公

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让广大农民在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赶上来，让美丽乡村成为美丽中国的鲜明底色，书

写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新篇章。

以“三聚”赋能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进行时

一排排整齐的笼架内挤满了白色的鹌

鹑，或觅食或嬉戏，当有人靠近时，它们还会

发出啾啾的声音，收蛋器里面正静静地躺着

一颗颗拇指大小的鹌鹑蛋。这是在吕梁孝义

市西辛庄镇凰鸣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鹌鹑

养殖棚内，记者看到的一幕。

“咱们西辛庄镇在西部山区，地少山多，

这种环境很适合养殖业深入发展，之前就有

想法，在生我养我的地方去做自己想做的一

点事情。我们经过考察和外地学习，就把鹌

鹑产业引进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凰鸣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荣说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营养

健康饮食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市场对鹌鹑蛋

的需求非常旺盛。这座占地 30 余亩，总投资

3000 万元，拥有 7 座大型棚舍的厂子，鹌鹑

的存栏量达到了 100 余万羽。鹌鹑养殖投资

少、见效快，从雏苗到生蛋只需要 45 天到 50
天时间。一只小鹌鹑产蛋率高达 85%以上，

年产 300 枚左右，蛋重 11.5~13.5 克，蛋品质

量好，产生的效益自然不言而喻。张荣介绍

说，厂子里鹌鹑蛋的日产量可达 2 万余斤，

为本土大型商超、市场供货，销售辐射太原、

吕梁、晋中等周边市县，同时还建立“线上接

单、小区配送”的社区团购模式，鹌鹑蛋可以

说是供不应求，鲜蛋年销售额达 4000 万元，

产生经济效益 400 万元。

“鹌鹑浑身都是宝，全身的价值都能利

用，其蛋、肉的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羽毛可

以做成工艺品，包括它的粪便，在自然晾晒

风干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机肥，氮

磷钾的含量高，是仅次于蛋品价值的东西。

这个产业没有排水，粪便还可以充分利用，

几乎对环境是没有影响的，在这么大的养

殖场，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没有异味。”凰

鸣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荣神采奕

奕。

目前，养殖场已形成集鹌鹑养殖、蛋品

销售、鹌鹑肉销售、鹌鹑粪便销售为一体的

经营模式。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部分

周边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养殖场已有固

定工人 30 余人，在雏鸟上笼、给鹌鹑打疫

苗、销售鹌鹑蛋等用工高峰期，还会增加十

几人的用工量。

村民任虎旺告诉记者：“我是本村人，以

前在城里做饭，回村里都不方便，后来村里

开了这个厂，就回来打工，这里比较近，也能

照顾家里，上下班都方便。在这工作也不是

太累，上一班挣 60 块钱，上两班挣 120 元，

真的好。”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近年来，西辛

庄镇深度挖掘产业资源，积极吸引本地人才

回流，探索形成“凤凰岭”小米杂粮、“春禾”

核桃、“凰鸣”鹌鹑蛋、“九亩半”香糯黑玉米

等八大农特产品品牌，农业特色产业格局不

断形成。

提及未来，凰鸣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荣说道：“我们会沿着这个产业一直做

下去，目前正在走向规模化的道路，后续还

有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蛋品的加工，有机肥

的利用，提升鹌鹑产业的附加值。”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小鹌鹑变身“致富鸟”乡村振兴“加速跑”

初冬的壶关，暖阳高照。石堡寨村连片

的蔬菜大棚在阳光下格外耀眼。走进壶关

县石堡寨村生态农业产业园区，鲜红的西

红柿挂满了枝丫，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

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这让第一

年承包村里规模化大棚的种植户们尝到了

甜头。

“村上给我们统一建了大棚，解决了我

们自己建大棚的资金和技术难题，水路电

也都齐全，我今年承包了 21 座大棚，现在

卖了约 2 万公斤西红柿，预计今年的收入

不错。”种植户张俊艳说。

三村合一的石堡寨村位于长治市壶关

县龙泉镇东南部，距县城 8 公里，全村 487
户 1322 人。石堡寨村共流转闲置土地 200
余亩，建起了 189 座设施大棚、500 余亩旱

地蔬菜，实现了“碎片化”耕种到“集约化”

经营，引得农民纷纷返乡承包、创业，仅承

包费用，村集体经济收入就达 15 万元。同

时，招商引资建设了 300 亩“老干妈”红辣

椒建设基地，解决劳动力 50 余人，人均增

收 6000 余元，壮大了村级集体产业规模。

加强基础建设 探索发展新路径
石堡寨村是“山西省乡村振兴示范

村”。党支部把握这一建设之“形”，发展之

“势”，找准坐标，顺势而为，有所作为。

村“两委”规划总结了党建优势、区位

优势、上千亩集中连片的土地优势、2 眼深

井的水资源优势、工作队帮扶优势和没有

野猪对农作物损坏的生态优势等“六大优

势”，明晰了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以光伏

站“亮闪闪”，蔬菜园“绿油油”，观光园“金

灿灿”，油葵地“香喷喷”，醋泡豆酸滋滋，每

一户“家家乐”等六大产业基础，科学规划

了“旅游观光、生态农业、农产品展销、特色

产业加工、康养”五大产业园区。制定了村

集体经济“一年打基础、三年大发展、五年

见成效”发展目标，到 2024 年底力争达到

200 万元，到 2026 年底突破 500 万元。

除了抓经济，石堡寨村还在人居环境

整治上下起了功夫。先后改造了 244 座厕

所，在人行道栽下了一排排“篱笆围栏”，把

村中心垃圾场建设成了“街心花园”，群众

在房前屋后建起了小花坛、小菜园。还把闲

置的石岩头村委改为农产品交易市场，把

原来 3 个村的“断头路”连通、拓宽，流转闲

置土地 30 多亩，建设了 30 多个蔬菜大棚，

帮村民致富增收。

完善多元产业 助力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石堡寨村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

导向”。

在产业发展上，坚持“生产向绿、品种

向优、品质向好”，培育了“老干妈”辣椒、

“沙白甜”旱地西红柿、“满壶香”葵花油、

“醋泡”小黑豆、“良友”蜂蜜、“爱芳”蜂蜜、

“太阳花”旅游节等“乡字号”“土字号”特色

品牌 10 多个，被县委、县政府和长治市农

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推荐为“乡村振兴”

示范村。

据了解，截至目前，旱地西红柿大棚，

累计建设 210 个。推出“本村优先、种植能

手优先、发展困难户优先”政策，引得村民

纷纷返乡承包、创业。“产业园区水路电齐

全，我一口气承包了 21 个蔬菜大棚。我们

种植的是晚熟品种，错峰上市，销路不用

愁。1 个大棚最少也能挣 2 万元。”承包户

贾红军说。

“原来预想，如果承包不出去，我就带

头承包几个大棚，没想到承包的村民太多

了。”潞安集团驻村第一书记王焱说。仅承

包费用，村集体收入就达 15 万元。

在产业发展方面，村里始终坚持“农民

点单、政府买单、部门下单”的培养模式，大

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先后聘请县农业农

村局、乡村振兴局技术专家，组织旱地西红

柿种植技术、常见病虫害防治培训 3 场次

50 人次，聘请专家、顾问现场指导 30 多人

次。经过品牌化打造，产品线上线下销售火

爆，供不应求，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

门口增收就业。

长治市源起生物酿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青说：“我们目前可带动村剩余劳动力

15 个人左右，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40 多万

元，后期我们计划新增一条生产线，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

石堡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刘建

平说：“我们村今年投入 550 余万元建设一

条野菜饺子包子生产线，投资 150 余万元

建设一个 4000 余平方米的特色农产品销

售中心，在夯实特色农业产业的基础上，还

规划了生态旅游观光项目，努力把石堡寨

村建设成为宜居、宜游、宜业、宜乐、宜养的

山西省乡村产业振兴示范点、太行山大峡

谷旅游线路服务站、乡村休闲度假康养

地。”

壶关县石堡寨村：顺势而为助乡村振兴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凯飞 通讯员 祁晶

近日，柳林县孟门镇冯家沟村热闹非凡，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参观。这股热潮源于村里精心打造的沉浸式情

景演艺剧《冯府迎亲》。冯家沟村是吕梁市重点打造的乡

村旅游示范村之一。近年来，冯家沟村依托丰富的历史文

化资源，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冯府迎亲》的成功打造，无疑将为冯家沟村的乡村旅

游增添新的亮点，也将进一步提升冯家沟村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未来，冯家沟村将继续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打造

更多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冯家沟旅游，为乡村

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雷杨文

打造情景演艺剧 乡村旅游增亮点

11 月 8 日，在大同市新荣区新荣镇以培育壮大经营

主体作为推进林下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围绕“林”字做文

章，做活“林”经济，提升“林”效益。依托自身优势，围绕各

乡镇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因地制宜多模式探索发展林

下经济，形成以林药、林果、林菌、林禽（畜）、林旅为主的

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盘活林下资源，

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产业。并且注重科技，强化技术支撑，充分发挥现有林

草、科技、农牧等系统科技人才作用，加强技术培训、良种

良法引进、储藏保鲜加工等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服务。将科

研成果积极转化为经济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

入，同时也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打造了“新引擎”。 张选

发展林下经济 提高农民收入

西辛庄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