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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村民
种植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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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如何不断提升乡村

产业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成为近年来各界关注的热点。中

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印发的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

（2024—2035 年）》提出，大力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

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产品。

对于基础情况相似的村庄，有没有坚实的产业支撑，情

形大不一样。产业布局科学合理，融合发展之路有声有色，

可以有效避免“空心化”现象，帮助村民就近增收致富。比如，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突出串景、联村、带城，持续放大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的

辐射带动效应，高标准打造沙坡鸣钟田园综合体、何滩村非

遗流水席基地、长流水亲子拉力赛基地等特色村庄，去年增

培提质乡村旅游主体 28 家，2 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国家级

“乡村四时好风光”精品线路，获评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

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能够事半

功倍，有效拓展产业的增值、增效空间。这其中，因地制宜是

基础。其他地方的发展路径可以借鉴参考，但无法照抄照

搬，没有所有村都适用的经典模式。敢闯敢试是关键。方向

是摸索出来的，路径是走出来的，勇于迈出第一步，才能将

想象空间变为现实图景。扬长避短是优选。有些地方位置偏

僻、山水条件一般，也未必都要随大流发展旅游产业，努力

确保污染少、管理好，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社区工厂等，也可

以实现增收致富。

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持续推进产业形态升级，既

是理所当然，也是势在必行。一些村庄利用靠近城市、交通

便利的优势，前些年发展参观、采摘等一日游活动，不过随

着市民游客出现审美疲劳且可选择范围增多，如今有些项

目逐渐失去竞争力，游客数量和消费金额增长后劲乏力。因

此，需要不断创新求变，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提升服

务品质，精准分析目标群体心理和消费趋势，通过“非遗+”

“文化+”“美食+”“体育+”等探索融合发展路径，保持特色

产业的生机与活力。

一户致富不算富，百家都富才是富。促进共同富裕，是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的初心。聚焦“乡愁

经济”持续丰富新产业新业态，单打独斗做不大，也走不长

远。要在尊重村民意愿、合理引导规范的基础上，推进乡村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突出全域、全景、全时、全业发展方

向，提升乡村旅游的特色化、精品化水平，实现四季皆宜、全

域皆景。

科学导报讯 走进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上团堡村，远

远望去，一排排温室大棚鳞次栉比、整齐划一，骨架已经成

型，蓝天白云之下，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棚下，工人师傅们

有的忙着调试大棚骨架，完善配套设施；有的紧锣密鼓翻整

土地、培育西瓜幼苗，确保大棚建好后安全及时投用。

据了解，今年，上团堡村共引进大棚经营者 6 户，他们

全部来自浙江，一共租赁村里 500 多亩土地用于种植麒麟

西瓜。据上团堡村会计杜玉介绍，村民除获得土地租金外，

还能在农闲时通过务工增加收入。目前项目可吸纳 200 多

名剩余劳动力，每人每天收入 120~130 元，预计全年可为每

户村民增收 4000 元。下团堡乡通过发展设施农业，正走出

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孙权 符烨邦

科学导报讯 5 月 11 日，柳林农商杯 10 公里健康跑活

动在留誉镇杜家庄村火热开跑，来自县域的 200 余名跑步

爱好者齐聚美丽乡村，以奔跑的姿态感受自然魅力。

赛道穿梭于阡陌田野之间，沿途既有泥土的芬芳、也有

肥沃的农田，参赛者们在奔跑中不仅挑战自我，更能饱览乡

村如画的风光，感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的崭新风

貌。据了解，此次 10 公里健康跑由留誉镇杜家庄村主办，柳

林农商银行冠名，活动为男子组、女子组前 4 名参赛选手进

行了颁奖。乡村 10 公里健康跑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跑

步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竞技的平台，更以体育赛事为纽

带，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升了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呼一鸣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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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乡村产业
要下融合功夫

朔州市朔城区下团堡乡：
引进浙商建大棚 设施农业助增收

吕梁市柳林县留誉镇：
乡村 10 公里健康跑 激发振兴“潮”活力

欣欣生态园：樱桃棚里的“科技交响曲”

“满树樱桃红，尝鲜正当时,大棚樱桃

闪亮登场，这一口鲜，千万别错过！”5 月

14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忻州市忻府区

九原街道欣欣生态园的樱桃大棚，喇叭的

叫卖声绵延不绝，错落有致的樱桃树枝繁

叶茂，一颗颗红玛瑙般的樱桃挂满枝头，

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光泽。

生态园负责人毛存文化身“樱桃代言

人”，随手摘下一串大樱桃热情介绍：“这

是山东‘美早’大樱桃，咱这儿种了 4 个棚

1300 多棵，今年产量不错，果实饱满、味道

甘甜、营养丰富。”大棚土墙上挂着一本

“樱桃树管理日记”，毛存文每天都会到棚

内“打卡”，记录生长数据，调节温度、湿

度，细心照料着每一棵樱桃树，力求培育

出高品质果实。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樱桃生长

会经过休眠期、升温期、授粉期及果实发

育期，在这期间，温度和湿度得严格控制，

这样才能提高樱桃座果率和甜度。为了丰

富种植经验、提高技术能力、摸清樱桃树

的“脾气”，毛存文经常外出“取经”，如今

剪枝、控温等技术活儿全被他“整明白

了”，连最难搞的病虫害问题也被他轻松

搞定。

“剪枝不但能延长果树的寿命，还能

提高樱桃的品质和产量。”只见毛存文拿

起剪刀，“咔咔”几下，杂乱的树冠逐渐变

得疏密有致。“你看，要将多余的枝条剪

掉，新枝留 7~10 片叶子，这样就可以让每

一棵樱桃树都能充分地吸收光照和营养，

从而达到提高座果率、减少病虫害的目

的。”

“像遇到这棵没有枝条的树，怎么

办？”记者指着一棵“光秃秃”的树苗问道。

毛存文拎着一根树枝指着芽点解释：

“我们需要把这个芽点锯了，再长新枝，无

形之中可以提高明年、后年产量。”

农忙时，园区能吸纳周边 50 余名村

民就业。村民刘大姐一边熟练地摘果，一

边笑着说：“我平时在大棚里疏疏果、掐掐

枝、除除草，在这干活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不仅增加了收入，还能学到种植管理技

术。”

欣欣生态园占地 200 余亩，建设有日

光温室大棚 60 座，除了甜瓜、草莓，还种

植了黄瓜、茴子白、西葫芦、冬枣、葡萄等

多种果蔬。此外，还有上千个品种的花卉。

园区还在积极筹备樱桃采摘等活动，通过

技术创新、品牌打造、产业融合等举措，形

成“错峰上市、多类并存”的产品矩阵，因

地制宜打造特色农产品销售平台，打造集

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

吸引更多消费者前来体验乡村采摘乐趣，

推动樱桃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以前总觉得种地没出息，现在不少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有的承包大

棚、有的搞电商销售，村里越来越有活力

了。”园区村民感慨道。

夕阳下，提着果篮的游客们意犹未

尽，而樱桃园里的笑声仍在继续。“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樱桃种植规模、加大

品牌宣传力度，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等

方式，让我们的樱桃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毛存文满怀信

心地说。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刘娜

辣椒移栽忙 发展“辣”劲足
长治市武乡县涌泉乡西里庄村：

乡村振兴进行时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春末夏初，大地生机勃发。在长治市武

乡县涌泉乡西里庄村的田间地头，一垄垄

覆膜椒田银光闪烁，农户们正抢抓时令，将

培育好的辣椒苗移栽到田里，为今年辣椒

丰产播下新的希望。

《科学导报》记者在西里庄村辣椒种植

基地看到，村民们像天上的星斗，散落在一

排排整齐划一的田垄间，大家分工有序、密

切配合，运苗、栽苗、覆土……忙得不亦乐

乎。

“我们今年育下 50 多亩的线椒，为赶

节令，这几天村里正召集村民在栽苗。”西

里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庆国一边招呼大家按

技术要领栽苗，一边向记者介绍道。这几年

市场上辣椒销售价格一直不错，按现在市

场销售情况，一亩辣椒除去成本，净收入预

计 5000 多元，50 多亩辣椒总产值能达到

25 万元左右。

西里庄村有 122 户 313 口人，是一个

山区小村，经济来源与收入主要靠种植业

为主，主产玉米、谷子、高粱等，还种有少

量薯类和蔬菜。近年来，西里庄村围绕做

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强农惠农富农

支持制度，依托本土农业特色产品，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发展“订单产业”为主

攻点、以保障农民就近就业增收为着力

点，采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先后整

合土地 50 余亩发展辣椒产业，让“碎地”

连成片、“闲田”变热土，并积极推动村集

体与向飞种植专业合作社展开合作，解决

销售的后顾之忧，有效促进产业增效和农

民增收。

“我们村水利条件差，种地都是靠天吃

饭，收入不稳定，现在跟着合作社种辣椒，

不仅有技术指导，成活率高，销路也不愁，

收入比以前多了好几倍。”西里庄村村民董

跃红满心欢喜地说。

“辣椒种植属于‘短平快’高效农业，从

育苗、移栽、管护到成熟采摘，每个环节都

需要大量劳动力。当前正是辣椒种植期，每

天基地都有 10 余名村民前来务工。”李庆

国说。

今年 52 岁的西里庄村村民崔素艳一

边麻利地栽种着辣椒苗，一边笑着说道：

“我平时就在这里干活，一个月下来能挣

2000 元左右，离家近还不耽误照顾小孩和

老人，这样的农业产业真给力。”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近年来，武

乡县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在盘活农村

闲置资源、优化农村土地资源的同时，按照

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多元发展的原则，积

极引导村民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特色经

济作物种植，并定期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开展备耕促耕指导，提供全方

位科技服务，提升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助

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李庆国表示，下一步该村将继续扩大

种植规模，以辣椒产业为突破口，推动村集

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辐射带动更多村民

搭上产业发展的“致富快车”。

科学导报讯 为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

里，在第 5 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大同市阳高县司法局工作

人员深入龙泉镇兴隆巷、景家庙等村及守口堡景区开展“学

习民法典 守护美好生活”民法典宣传活动，推动法治理念

在基层落地生根。

在龙泉镇兴隆巷、景家庙等村，该局工作人员将民法典

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条文进行了详细阐释、重点

宣传，增强了群众对法律知识的知晓度，引导村民“遇事找

法、办事依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据了

解，此次普法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10 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加

大民法典宣传力度、创新普法形式，让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

心，为乡村振兴和景区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王君辉

大同市阳高县：
民法宣传进乡村 法治阳光暖民心

疏果剪
剪出“金果子”

5 月 13 日，在晋城高平市梨园村朝胜
专业合作社的梨园里，村民正手持疏果剪
穿梭在梨树间，专注地将梨树枝上那些品
相欠佳的果子逐一修剪掉。近年来，梨园村
朝胜专业合作社共流转土地 150 亩，种植
玉露香梨树 5000 余棵。得益于科学、精细
的管理模式，每年产出的梨果呈现出香甜
酥脆、含水量大的特点，品质十分优异。如
今，玉露香梨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村民增收
致富的重要途径，犹如一颗璀璨的“金果
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

姻 科学导报记者杨凯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