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河津：小花生成为致富的“金豆豆”

晋中信息学院志愿者：

“用墙绘改变村庄”

近期， 晋中信息学院太平庄乡村振兴服务队的

志愿者们，秉着“用墙绘改变村庄”的想法，对晋中市

太谷区太平庄村的墙面进行了公益绘画改造。

艺术点亮乡村，释放发展潜能。 金黄的麦穗、

绿油油的草地、探出头的梅花鹿……一幅幅栩栩如

生的立体彩画跃然墙上，使墙面瞬间灵动起来，多

彩的墙绘与干净整洁的村庄交相辉映。 将墙绘艺

术融入乡村生活，以艺术引领文化建设，将更好助

益乡村文化“活”起来、村民精神“富”起来。

只见志愿者们手中的画笔时而急速驰骋，时

而缓慢移动，时而细细勾勒，一幅幅精美的图案陆

续呈现在村庄的墙壁上。 当干净的白墙遇上缤纷

的色彩，当细腻的笔刷触碰粗糙的墙面，留下青年

学子们对美丽乡村的期许与盼望。“墙绘不只是表

面的亮丽， 乡村的美化， 更是对乡村的宣传和推

动。 ”一位学生志愿者说道。

目前， 晋中市太谷区太平庄村民居墙绘已成

为一道独特风景，一面面精心绘制的文化墙，像一

张张名片展示着乡村新面貌。 扮美了乡村，让村民

随时随地都能受到文化的熏陶， 使乡村振兴的发

展动力和底气越来越足。 （李威 文 / 图）

山西省新绛县：

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2023 年是“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年。 山西省新

绛县为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2023 年 8 月份

以来，先后组织 248 名县镇村三级干部，分批次赴

浙江实地考察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近日， 新绛县召开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城乡人居环境整治暨巩固衔接工作推进会，吹

响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新绛县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推进城

乡人居环境整治、做好巩固衔接工作，作为事关群

众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出台了《新绛县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县直单位包村工作方案》，实行县级领导

包镇， 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村的包联机制，114 个县

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包联全县 153 个行政村，每月第

四周的周五为村庄清洁日， 组织单位干部职工到

包联村集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大整治活动。 包联

县级领导、单位主动下沉一线，与镇村干部一起坐

下来、想办法、出主意、齐动手，打好人居环境整治

“翻身仗”。 包联单位结合所包村实际做好分类指

导，围绕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产业增收、乡村治理

等方面，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因村施策，加快打造

一批精品村、示范村、提升村。 同时，谋划实施一批

市政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 人居环境改善项

目， 加快实施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农村污水处理

站、“四好”农村路等民生项目，进一步补齐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短板，助推人居环境改善、城乡融合

发展、特色产业发展和低碳绿色发展，让群众的获

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魏民 赵金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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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 走进裴

沟乡永由村，田间地头到处充满收

获的喜悦，沉甸甸、红艳艳的苹果

散发出浓郁的果香。这些诱人的果

实不仅鼓足了村民口袋，更为果农

带来了幸福生活，绘出了一幅苹果

丰 、产业兴 、乡村美的乡村振兴

图景。

永由村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裴

沟乡西南 3 公里处，村内的千年古

槐、普济寺历史悠久，尤其是立足

乡村旅游及连续三届“槐花节”的

举办，使村庄更是远近闻名，村里

洁净的乡村道路平整延伸，家家户

户窗明几净，在秋日光影中，犹如

一幅唯美的画卷。 除了欣赏美景

外， 在永由村山顶上，412 亩的苹

果树也使村民收获满满，由于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土层深厚、昼夜

温差大、光照充足，使这里所产的

山地苹果色泽亮丽、 果肉脆甜，深

受客商喜爱和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 在乡村振兴各项惠

农政策的扶持下，该村逐步加大对

产业道路 、 居住环境等方面的改

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同时加大对苹果产业的培育力

度，让苹果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支柱产业之一。

村民温成旺就是苹果产业受

益者之一。 他种植苹果已经有 6 个

年头了，经过精心管护，今年是他

家苹果树的初次挂果期。 对于今年

的收成，温成旺喜上眉梢：“今年的

苹果，不仅产量高、质量好，市场价

格也很不错，我家的苹果最高的时

候能卖到每斤 5 元的价格，批发价

是每斤 2.5 元 ， 而且有不同的品

种，晋富、丹霞、嘎啦，还有吉早红，

成熟的时间不一样，今年的产量能

有 7000 斤左右， 预计能有 2 万元

的收入。 ”收入的增加，不仅让他看

到了产业发展的希望，更坚定了像

温 成 旺 一 样 的 村 民 发 展 产 业 的

信心。

石楼县政府办作为永由村的

帮扶单位，还为永由村按照“山地

苹果 ”的产业发展思路 ，硬化了两

条通往果树地的水泥路，方便农户

出行，并积极开展消费帮扶 2000 余

斤，产销对接 2 万余斤；同时，还邀

请果树技术专家分别从修剪拉枝、

病虫害防治 、增施有机肥 、铺设反

光膜等多个环节进行指导，同时定

期组织村里的务果能手交流管护

经验，逐步提高村民们的果园管理

技能。

同村脱贫户温四则目前打理

着 8 亩果园，他告诉记者：“刚开始

种植果树时，不懂技术，后来通过

参加培训 ，跟技术人员 、种植大户

交流管护经验，就逐步掌握了种植

技术，现在我在村里也算是果树管

理的能人了。今年我家套了 9000 余

个果袋， 产量大概能达 3000 斤，按

照目前的市场行情，能给家里增收

8000 余元。 ”

“目前， 永由村种植苹果 412

亩， 挂果 280 余亩， 果品总产量 6

万斤左右，年产值 15 万余元。 对于

未来的发展，裴沟乡永由村党支部

书记穆海则说，将立足实际 ，持续

壮大苹果产业，根据本村的巩固衔

接工作规划 ，发展采摘园 ，给苹果

精包装 ，借助网络营销 ，同时进一

步做好高效管护新技术推广工作，

提升果农科学管理水平，完善产业

链条 ，做优做强苹果产业 ，打出品

牌来，让永由山地苹果成为当地群

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摇

钱树”。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在永由

村乃至石楼县 ，像温成旺 、温四则

一样依托资源优势 ， 依靠政策扶

持、 技术加持发展产业的群众，不

仅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和信

心，更激发了群众自主发展产业实

现增收的内生动力，随着群众收入

的逐年增加，乡村振兴也有了更加

广阔的“钱”景，老百姓的日子将越

过越红火……

（郑东慧 文 / 图）

山西省石楼县裴沟乡永由村

苹果丰收好风景

图片新闻

近日， 山西省河津市

城区街道卫庄村城东田源

家庭农场种植的“天府 13”

花生喜获丰收。

城东田源家庭农场位

于卫庄村北荒沟内， 农场

负责人赵江于去年承包了

村里新开垦的 140 余亩土

地， 目前已种植了一茬小

麦和一茬花生， 通过采用

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等

技术，小麦亩产 700 余斤，

花生亩产 600 余斤， 经济

效益凸显，发展前景可观。

武咏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