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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农业强起来 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

———山西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古老的三晋大地历经岁月风雨的洗礼，孕育了古老的农耕文明，勤劳勇敢的山

西人民用世代传承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让这片土地有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山西杂粮、山西陈醋、山西小米……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山西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

的举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前三季度山西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968.7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3.6%，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88 元，增长 8.0%。 全年粮食丰收已成

定局、果菜生产稳定增长、乡村消费市场活跃……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汇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特优农业绽放希望之花

“听说藜麦营养价值高， 咱们看看

产品吧。 ”“藜麦粽子可以买来尝尝，还

有这个藜麦谷物脆可以当小零食。 ”10

月 30 日， 在长沙举行的第 24 届中部农

博会上，一对姐妹对山西参展企业山西

藜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产生了

浓厚兴趣，不停地讨论着要买点相关产

品尝尝。

专注于全谷物藜麦食品研发与推

广的山西藜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

已取得 1 项发明专利、8 项实用新型专

利，开发的产品有休闲食品、功能食品

等五大品类。 公司负责人“藜麦姐姐”赵

晋萍带着这些产品经常参加各种展会，

她说：“随着人们健康养生观念的增强，

我们的产品越来越被喜爱和关注。 ”

2017 年至 2023 年， 习近平总书记四

次莅临山西考察调研，为山西省指出了有

机旱作农业和“特”“优”农业的发展路子。

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着力打

好有机旱作牌、特色优势牌、加工转化

牌，实施市场主体倍增行动，大力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构建“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家庭农场 + 小农户” 主体矩

阵，推进农产品加工向纵深发展，推动

农业全产业链不断优化，助力农业农村

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农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强龙头、补链条 、兴业态 、建集群 ，

山西省紧盯国际国内农业科技前沿，以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聚焦有机旱作、核心种源、丘陵

农机、精深加工等领域，开辟新赛道，塑

造新动能，完善新机制，构建新体系，实

现特优农产品量的突破和质的跃升。 形

成一批特优农产品带动区、集聚区。 先

后建设了高粱、苹果、中药材、谷子 4 个

国家级产业集群、9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和 34 个国家产业强镇，打造了 5 个

省级涉农专业镇和 38 个市级特优农业

专业镇。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农产品加工

销售收入 2596 亿元，同比增长 6.1%。 到

2025 年， 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4300 亿元，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0

个以上、产业集群 6 个。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三

农”工作的头等大事。 只有牢牢把稳粮

食安全主动权，才能让稳大局、应变局、

开新局的“压舱石”“定海针”更稳更牢。

聚焦稳粮保供， 全方位提升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 围绕 2027 年全省 300 亿斤

粮食产能目标 ，实施玉米 、小麦等主要

粮食作物良种联合攻关。 实施单产提升

行动， 集成配套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

制， 在中北部一作区创建玉米吨粮田，

在南部两作区创建吨半粮田，整建制开

展高产创建， 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

产。 2022 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到 75%， 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面积稳定在 3500 万亩以上。 今年，粮

食生产喜获丰收。 临汾市洪洞县万安镇

西步亭村旱地复播小麦高产示范田亩

产达 588.06 公斤，刷新山西省旱地小麦

单产纪录；晋中市寿阳县景尚乡玉米高

产示范区亩产量 2540 斤，创山西省玉米

单产最高纪录。

和美乡村迸发无限活力

踏入晋城市高平市釜山村，远处山

峰延绵起伏，近处水面氤氲生姿。 钱币

博物馆、釜山书院、农业智慧科技园、古

梨树公园等，清新、生态的乡村美景犹

如一幅绚丽画卷，令人流连忘返。 华灯

初上时， 宁静的小山村披上璀璨金装，

《梨花仙子》《杏林春暖》 等演出沉浸式

演绎古村新韵，让人回味无穷。

守住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 借

助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环线乡村振兴示

范带建设的东风，古朴的釜山村实现了

宜居宜业、宜游宜养。 这里，不断成熟的

休闲农业新业态不仅让农村居民实现

了增产增收，同时回应了城市居民对农

业的多样化需求和乡愁向往。 游客李文

芳在村里游览后说 ：“感觉这个村值得

来。 这里不仅有古色古香的高档民宿，

还可以到湖上坐游船，晚上的演出也特

别精彩，让人充实惬意。 ”

农村是亿万农民生长于斯的家园，

农村建设好了，才能满足广大农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 近年来，山西省不断提

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

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健全水电路气房

讯等基本条件，让乡村“硬件”过硬 ；加

快补上养老 、教育 、医疗等方面公共服

务供给短板，把便民服务送到农民家门

口，让乡村“软件”不软；大力抓好生活

垃圾污水治理，持续开展户厕改造与村

庄清洁行动， 让农民屋内干净整洁、屋

外鸟语花香。

2022 年，山西省新改建较大人口规

模（30 户及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 1292

公里， 新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1026 处；

完成清洁取暖改造 44.8 万户， 新改厕

34.4 万户，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633 个，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

村比例达 93.4%。

不仅有田园风光之美，也有人文和

谐之美，山西省的许多乡村实现了由表

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走乡村善治之路。 健全党领导下的

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不断创新抓手载体，推广积分制、道

德银行等务实管用的“工具包”，持续提

升乡村治理水平。

铸精神文明之魂。 不断加强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 持续推动农村移风易俗，

遏制天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

张浪费等陋习， 传承弘扬优秀农耕文

化，发挥村规民约作用，让文明乡风、良

好家风、淳朴民风吹遍三晋乡土大地。

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3 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名单中，山西省清徐县孟

封镇杨房村、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石家

塔村等 8 村上榜。 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中，

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黎侯镇、晋城市阳

城县演礼镇、运城市永济市栲栳镇 3 镇

及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东韩岭村等

30 村上榜。

农村生产关系要优化， 改革是根本

动力。 近年来，在深化农村改革重点任务

中，山西省紧紧围绕赋予农民更充分的财

产权益、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扎实做好

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保障

进城落户农民土地等合法权益，让他们放

心进城落户。 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强力

推进，统筹五个振兴一起抓，全省农村重

点改革任务取得很大进展，山西省已基本

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颁发了股权证书，实施了村级集

体经济壮大提质行动，2022 年全省集体经

济累计分红 13.3 亿元。

幸福农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时值初冬，在清徐县王答乡大寨村

的芦笋基地，寒风中的芦笋依然一片青

绿，村民们正在割苗：“现在割掉青苗有

利于植株安全越冬，也能促进明年新芽

萌发，避免出现病虫害。 ”庞飞红是大寨

村人，今年 53 岁，从五月份开始就在基

地打工，“一天能挣 100 多元， 一年能收

入 2 万多元吧，我知足了。 ”

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王八儿说 ：“我们村去年八月份流转

了 500 多亩土地种植芦笋， 流转费是每

亩 800 元，村民听说芦笋价值高都支持，

还能解决 100 多人的就业呢。 ”心族（山

西）农业科技公司具体负责大寨村芦笋

产业的运营，公司总经理 、山西省芦笋

产业协会秘书长张俊义对芦笋产业充

满信心：“我们的模式是‘公司 + 合作社+

农户 + 金融’， 基地的芦笋明年 4 月份

就可以采收了，大概每亩有 1000 斤的产

量 ， 后年开始进入旺产期 ， 每亩可产

2000 斤， 亩产值大概是 1.5 万元， 订单

销售主要在北上广、长三角、珠三角，出

口订单在欧洲市场，目前已经和山东的

几家蔬菜企业签了战略合作协议，产品

供不应求。 ”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 近些年山西省农民收入取得了较快

增长， 增速连续十二年跑赢城镇居民，

农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今年，晋中市太谷区北阳村的山药

种植大户王满华获得了大丰收，他特别

高兴 ：“粗略估计 ， 八分地产量至少有

4000 斤，比之前翻了 3 倍，收入也实现

了翻番。 ”牛福枝是高平市野川镇杏花

园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

说：“有空一定要到我的采摘园看看，每

年的六七月是杏的采摘期，七月底到八

月初是桃的采摘期，八月到十月是梨和

苹果的采摘期 ，一年到头忙活 ，我心里

也高兴。 ”平陆县圣人涧镇浑河村党支

部书记申和平，带领村办企业平陆政昊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将黑小麦面粉、黑

小麦麦仁、浓香菜籽油等产品不断销往

全国：“我们现在就是要迈开大步往前

奔，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现在我们

有自己的生产基地，产品也进入到网络

销售平台销售。 ”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引领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让更多农民挑上

“金扁担”。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成长

为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有情怀的乡

村振兴生力军。 截至目前，全省农业经

营主体 44.4 万户， 同比增长 21.6%；今

年全年培育高素质农民 6.5 万人，5.2

万人取得高素质农民技能证书 ； 全省

100 个乡村 e 镇网络零售额达 57.31 亿

元， 同比增加 50%以上； 培育网红和本

地企业负责人 2529 人，带动就业 3.8 万

人，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平台和抓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今年，山

西省聚焦重点时段 、重点区域 、重点人

群，通过精准化监测、常态化排查、动态

化保障、机制化巩固、责任化考核，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 ，确保义务教育 、基本

医疗、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实现动态保

障。全省建设改造 500 所寄宿制学校，实

施危房改造 6336 户，巩固提升饮水安全

工程 1500 处。 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基本

医保实现应保尽保，住院合规综合报销

比例平均达到 88.2%。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让我们继续

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

功，奋力谱写农业更加高质高效 、农村

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的乡

村振兴新篇章。 （王秀娟）

11 月 10 日， 山西省天镇县玉泉镇闫家园村高标准农业设施蔬菜示范园区内，

村民们正在采摘玛索彩椒。 刘通 王中勋 摄影报道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