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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汾西县

写就“梨文章”

百姓日子更香甜

九月的日头明晃晃的， 果农

们穿梭在梨园内， 小心翼翼地从

树枝上摘下饱满的梨子， 仔细筛

选后装箱、打包、装车……正值收

获时节， 山西省汾西县团柏乡

3000 亩玉露香梨基地分外热闹，

600 余名村民从梨园周边村子赶

来，拉开了今秋的丰收图景。

“我每天早上坐车到梨园，

能把家照顾了，还能挣钱，一天挣

70 元！ ”今年 55 岁的村民郭俊平

是“采摘大军”中的一员，这份家

门口的工作让他十分满意，“每天

高高兴兴把梨摘！ ”

硕果盈枝，置身梨园之中，

成熟的玉露香梨正散发出令人

生津的清香。 梨园技术员刘百

勤介绍， 玉露香梨是库尔勒香

梨和雪花梨的杂交品种， 具有

果面光洁、皮薄核小、肉质细嫩

等特点。“因此在采摘时需要格

外小心、细心，这样才能让成熟

的梨卖个好价钱。 ”刘百勤说。

为了满足产地仓储保鲜设

施需求， 采摘后的玉露香梨被

源源不断地送入冷库中储存，

还有部分玉露香梨当天采摘，当

天销售，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我

们从 9 月 2 日开始采摘，预计采摘

周期是 25 天， 今年预计产量在

500 余万斤， 产值约 1800 万元。 ”

溢泉山生态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

师鹏介绍。

如今， 汾西县团柏乡玉露香

梨栽植基地流转土地近 3000 亩，

建成了特色水果示范园区， 成立

了溢泉山生态农牧有限公司 ，规

范化栽培，标准化管理，基地先后

被授予“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展示基地”“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玉露香梨国家出口基地”“山

西省农业厅玉露香梨汾西示范园

区 ”“山西省扶贫工作先进合作

社”等荣誉。

让小梨果发展成大产业 ，百

姓的日子越来越甜。 目前，汾西县

玉露香梨栽植面积达 1.7 万亩，挂

果面积 5000 亩， 年产量 3000 吨，

年销售收入达 3000 万元， 带动

2000 余农户年均增收 5000 元。 为

延长产业链条，积极配套建设 3 万

方冷库， 建设玉露香梨酿酒加工

厂，提高梨果产品附加值。 同时，

汾西县积极推动梨园景区化 ，依

托梨园发展起了“春赏梨花、秋品

果实”乡村生态旅游，进一步做深

做透“梨文章”。

（赵雪 文 / 图）

山西岚县：

念土豆经走富裕路

又是一年一度的土豆成熟季，山西省岚县岚城

镇王家村的村民没有一个闲人，大家忙着收获自家

的土豆，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许多农户的土豆在地

头就装上车，通过便捷的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王家村土豆卖得火热，与土豆品质有关，也与

“土豆旅游”相关。

“往年种的都是老旧品种，产量上不去，每亩产

量 1000 多公斤。 现在换上新品种，种一级种，每亩

产量 2000 多公斤。 ”61 岁的康建福是村里的土豆种

植大户，随着土豆新品种的引进，他的土豆事业渐

渐发展了起来。 康建福成立了岚县建福千亩科技示

范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 46 户村民种植土豆，种植

规模达到 1000 多亩。

另外，在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下，王家村打造

了 400 亩的马铃薯引种繁育示范基地， 通过发展种

薯繁育提升村内马铃薯种植经济效益，带动产业提

效升级。 中国科协驻岚县岚城镇王家村第一书记李

昂说：“种薯种植相较于之前的商品薯种植，每亩可

以提高 1000 元的收益， 依托我们单位的资源优势，

引进了多个优势品种鼓励老百姓种植。 ”

王家村是“土豆花开了”主景区 ，每年七八月

份，村里集中连片的土豆花在田间肆意开放，吸引

数以万计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陆续前来旅游观光，

给当地群众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在原有的土豆花十八景

基础上，结合市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王家村投

入 300 余万元，新建房车露营基地，购置房车 3 辆、

太空舱 5 个， 让广大露营爱好者近距离接触大自

然，感受山间美景、享受夏日清凉、体验浪漫生活，

游客比以往又多了不少。

借着岚县“土豆花开了”旅游品牌效应，王家村

把“土豆文章”做深、做细、做实，走出了一条土豆种

植、品土豆美食、赏土豆花海、住民俗客栈为一体的

农业、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李全宏 冯凯治）

山西阳泉郊区：

实地观摩学技术

有机旱作促丰收

近日， 山西省阳泉市郊区

2023

年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高素质农民玉米单产提升

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到阳泉郊区河底镇五架山村万丽

家庭农场实地观摩，学习了旱作农业示范种植玉米的

经验，并对玉米高产丰收的实际效果给予一致好评。

据介绍，阳泉郊区河底镇五架山村万丽家庭农

场是阳泉郊区玉米示范种植生产基地之一，今年在

阳泉郊区区农业农村局和阳泉郊区区玉米专家组

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承担了省级有机旱作区域中

心试验基地建设项目，在农场

500

亩玉米示范种植

基地上，试验推广有机旱作农业种植模式，利用全

程机械化作业示范规模种植玉米、豆类等作物。

走进农场，眼前一片丰收的景象。在实地观摩学

习中， 学员们认真听取山西农业大学有机旱作农业

专家副研究员许晶博士、 山西农业大学有机旱作农

业“

531

”旋耕探墒沟播技术首席专家贺庭峰博士、区

农业农村局玉米专家组成员翟雅鑫等专家的技术讲

解，了解秸秆粉碎翻耕抗旱播种高产技术模式、生物

有机肥促根增效技术模式、“

531

”旋耕探墒沟播技术

模式等有机旱作农业种植模式。 大家实地看、 仔细

听，对阳泉郊区万丽家庭农场运用新技术、新机械和

新型种植模式取得的成绩给予了一致好评。

学员李利民说：“今天来了五架山的玉米种植

基地给我的感想很深，新技术就是比老技术各方面

都好，玉米饱满、颗粒大、穗也大，咱以后得改变思

想，向前看，学习新技术。 ”

学员李淑平也颇有感触，“我也种植玉米，今天

看人家的，感觉我们的差距确实很大，差在技术问

题上，高科技时代，技术很重要，回去以后必须改变

思想。 ” （冯慧宇 文 / 图）

资 讯

山西朔州平鲁区

打造小杂粮示范基地 走出“特”“优”发展路

近年来，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

区立足实际，突出优势，在特色农

产品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 作文

章， 以小杂粮种植试验示范基地

建设为抓手， 充分释放特色农业

优势， 全力推动优质品种和杂粮

作物产业的发展 ， 走出了一条

“特”“优”发展之路。

在平鲁区下水头乡大松沟村

的特色杂粮试验示范基地， 试验

田里种着黍子、 高粱、 黑金刚土

豆， 甜糯玉米等 5 种农作物 11 个

新品种。 试验田的种植让农业科

技为农业注入更多的“养分”，试

种成功后， 将向平鲁区适宜的地

区推广种植。

经过春种、 夏管等环节，试

验田里一串串饱满的谷穗随风

摇曳 ， 火红的高粱映红了天，在

灿烂的阳光照耀下， 景致迷人，

丰收在望。

据介绍， 忠生农牧试种的

十多个新品种，由平鲁区特色农

产品开发服务中心统一选配优

良品种 、统一种植模式、统一肥

水管理 、统一绿色防控、统一技

术指导 ， 选种兼顾了抗旱性强、

株型优 、品质优等优点，即将进

入测产阶段 ，鉴定杂粮油料作物

新品种在平鲁区的适应性和丰

产性 ，为新品种的选种和推广提

供科学依据。

今年以来， 平鲁区立足实

际，发挥区位优势，不断调整产业

结构，在下水头、阻虎、向阳堡、高

石庄、凤凰城、井坪等乡镇示范推

广 1200 多亩新品种， 涉及品种有

甜糯玉米、高粱、谷子、燕麦、

糜黍、马铃薯、荞麦、胡麻、油

菜等，在抗旱品种筛选、种质

资源挖掘和高效栽培技术推

广等方面下功夫、求突破，以

科技支撑为乡村振兴赋能，

使平鲁区特色产业朝着规模

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稳步

前进，形成高质、高效的特色

产业发展格局。

平鲁区将依托良种优

势， 全力打造规模化特色种植优势

产业基地，重点建设长城沿线油菜、

向日葵农业观光基地、 木森农牧荞

麦良种繁育基地、 新玉农牧马铃薯

新品种示范基地、 丕银鑫旺农牧燕

麦增产增效示范基地， 并聘请山西

农大专业技术团队，常年指导燕麦、

荞麦产业发展，帮助种植户在选种、

种植、施肥、收割等环节进行规范化

控制管理。

（戎爱平 计怀玉 郝建秀 文 / 图）

村民在园区内采摘流露出喜悦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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