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专家现场讲解示范。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满目“葱”色正当时

十月的古陵大地，

沃野生金，瓜果飘香，处

处一派繁忙的收获景

象。 在山西省晋城市陵

川县平城镇德义村苹果

种植基地， 红彤彤的果

实挂满了枝头， 沉甸甸

的幸福也涌上了果农的

心头。

靳韶宇 李欣 摄影报道

山西陵川：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

山西省泽州县程沟村：

百亩红薯喜获丰收

眼下正是红薯成熟的季节， 山西省泽州县北

义城镇程沟村百亩红薯喜获丰收。 连日来，当地群

众抢抓晴好天气采收红薯，农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

忙碌景象。

在程沟村百亩红薯种植基地， 一堆堆刚挖出

来的红薯摆满了田间地垄，个个体态饱满，颜色鲜

亮诱人。 当地群众躬身田地间挖红薯、装袋、搬运，

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不少慕名前来的市民也纷纷穿

梭在红薯田里挖薯采购，田间地头呈现出一幅产业

兴、秋收忙的丰收景象。

近年来，程沟村以“一村一品”为抓手，引导村

民种植红薯，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全力打造红

薯基地， 推进农业主导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

截至目前，该村红薯种植面积达 300 余亩，红薯种

植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近年来， 北义城镇以红薯产业为抓手， 按照

种、养、加、研、品、游、销等多环产业链建设要求，

以特色优势产业为抓手， 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

户”的运营模式，解决劳动力达 3000 余人，有效助

推乡村振兴。 （晋睿 郭敏杰 文 / 图）

山西省柳林县沙曲村：

扎实推进旧棚改造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产业发展后劲足，群

众增收才有保障。 2023 年以来，山西省柳林县穆村

镇沙曲村主动作为，大力实施设施蔬菜基地改造提

升项目，修缮老旧蔬菜大棚，提升大棚利用效率和

综合生产能力，走出了一条蔬菜基地助力乡村振兴

的致富路。

据了解，柳林县穆村镇沙曲村设施蔬菜基地，

占地面积 100 余亩，含温室大棚 19 座、春秋棚 300

座，是柳林县周边蔬菜供给的主要“菜篮子”。

为积极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2022 年，柳林县穆村镇沙曲村以

农村集体经济“清化收”工作为契机，收回村内 19

座温室大棚。 2023 年，该村充分利用扶贫政策、扶

贫资金，强力推进蔬菜基地改造提升项目工作。 柳

林县穆村镇沙曲村党支部书记杨晓保告诉笔者：

“今年我们村里争取到了产业资金 200 万元， 对蔬

菜基地进行了改造提升，通过修建水源工程、改造

老旧温室、更换棚架、棚膜等一系列举措，基地面

貌焕然一新，经济效益也得到了大大提升。 温室产

值每亩可达 5 万元， 春秋棚产值每亩可达 3 万元，

使 300 余户蔬菜种植户直接受益，同时带动村里的

脱贫人口增收。 ”

蔬菜基地改造提升项目优先聘用有劳动能力

的“三类户”在基地灵活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实现

打工增收。 大棚修缮完成后，通过租赁给农户的形

式，收取土地租金，让村民实现土地收益。 柳林县

穆村镇沙曲村村民康桂兰告诉笔者：“我们承包了

一个温室 ，三座大棚，主要种黄瓜 、西葫芦 、西红

柿，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

下一步， 柳林县穆村镇沙曲村将大力发展喷

灌农业、数字农业，着力把基地打造成城区标准化

示范农业园区，让园区环境净起来、绿起来、美起

来，让蔬菜产业发展成富民产业、支柱产业，让小

菜篮变成县域大产业。 （雷杨文 张璐璐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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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是农民增

收致富的必经之路。 2023 年以来，

吕梁孝义市下堡镇党委牢牢抓住

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这个重要引擎，

不断推动乡村优势产业提档升级，

使得农业更强 、农村更美 、 农民

更富。

聚焦责任落实， 强化党建引

领。 为更好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下

堡镇党委成立了乡村振兴示范村

创建工作专班，形成了“镇党委统

筹—分管领导总抓—村党支部落

实”的三级格局。 镇党委班子成员

通过实地入村走访，同村“两委”班

子成员共同分析研判，确定产业发

展方向。 例如，镇党委综合考量经

济、技术等条件，西程庄村党支部

引进核桃加工车间项目；综合考量

地形地貌、资源优势、发展前景等

因素，上坞头村党支部利用村里闲

置土地种植黄芪、党参等，大力发

展中药材产业 ； 综合考量产业基

础、交通条件等因素，胡家窑村党

支部在蛋鸡养殖基础上，发展壮大

龙头企业，打造全市最大规模蛋鸡

供应基地。

聚焦典型示范 ， 打造特色品

牌。 西程庄村党支部立足实际，积

极探索“集体建设、三方转包、订单

生产、共同富裕”的路子，引进核桃

破碎机流水线， 根据生产订单，按

需生产，实现产销两旺。 通过引进

色选机将破碎后的核桃仁分为大、

中、小三种规格，日加工核桃 7 吨，

产出核桃仁 3.7 吨。 截至目前，已

帮助 15 人就业， 预计收益可达 60

万元，村民人均可增收 800 余元。

聚焦配套服务 ， 促进持续增

收。 下堡镇党委高度重视人才培

养、技术储备 ，为推动产业可持续

发展、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提供坚实

保障。 2023 年以来，下堡镇共开展

“送技下乡”活动 10 余次 ，邀请技

术专家进行现场讲解示范，如在下

卫底村核桃林讲解核桃栽培、修剪

嫁接技术，在兴庞村永茂养殖合作

社讲解养殖技术、 养殖管理制度。

发动党员干部 、 到村工作大学生

“走街串巷” 宣传讲解农业农村奖

补政策 、 农业种植保险相关政策

等，不断调动村民生产积极性。 此

外下堡镇党委对各村产业发展规

划进行研判 ，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

一定资金扶持，助力产业发展。

（孝义党建）

山西省孝义市

“农业更强、农村更美、

农民更富”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近年来，长治市潞城区立足产

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进行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大葱

种植产业。 在云岩山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的大葱加工车间，笔者看到工

人们正在用气枪吹掉“毛葱 ”上的

泥土，整理打包成一捆捆“净葱”，

处理后的大葱不再“连土带泥 ”。

“今年大葱喜获丰收， 为了满足市

场和客户需求， 方便市民储存，我

们新增加了一条生产线，把地头的

‘毛葱’修剪处理成‘净葱’然后再

上市售卖。 ”云岩山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宋建军说道。

该公司种植大葱已有多年，大

葱的品质、 产量都能得到保证，一

直以来价格和销路基本稳定，但仅

靠出售“毛葱”，附加值并不高。 今

年， 该公司的大葱按照不同的标

准，通过粗加工生产线 ，或由人工

筛选，被分装成“毛葱”“净葱”“精

品葱”等不同的种类，大大满足了

不同市场的需求， 进一步擦亮了

“潞城大葱”这张靓丽的特色名片。

今年九月中旬以来，潞城区各

地的大葱喜获丰收。 大葱从育苗、

田间管理再到上市销售，都凝结着

农民的辛勤付出。“毛葱” 变“净

葱”，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更提高

了大葱“身价”，“潞城大葱”品牌正

在各方的努力下，走向更广阔的市

场。“下一步，我们将优化大葱的品

种和品相 ， 在标准化生产上下功

夫 ，进一步拓展‘潞城大葱’的市

场。 ”宋建军对未来充满信心。

（冯梦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