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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新名片 农业再升级

山西省寿阳县成功入选农业部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全市唯一，为何花落寿阳

农业有基础，发展有典型，创建农业

现代化示范区有着“硬实力”。 寿阳县耕

地面积达到了 115 万亩，人均耕地将近 6

亩，粮食产量 3.65 亿公斤，居全省第三，

玉米种植面积、产量均居全省首位。 特别

是 2022 年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在

景尚乡贾豹村组织玉米实地测产， 亩产

1151.86 公斤，创全省最高纪录。

寿阳还曾连续获得了全国粮食生

产先进县、 旱垣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

县、全省优质杂粮基地县等“重量级”称

号。 此外，中国农科院设立寿阳旱作农

业试验站已经 30 年，是山西省唯一一个

国家级野外科学研究站。 这一试验站为

寿阳做强农业产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

基础；全县全托管土地达到 20 万亩，土

地流转托管、 规模经营的理念深入人

心，勇蹚有机旱作农业发展的新路子有

着丰富的经验优势。

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执行站长孙东宝

说，“通过 30 多年来的观测研究， 寿阳

站已经探索出了一整套旱地农业技术，

水资源利用率最高可以达到 70％，这次

入选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也是

对我们前期工作的肯定，未来我们将紧

紧围绕地方资源特点， 进行科研攻关，

在特色农产品的生产、优质农产品生产

以及特色产业培育方面加强科学研究，

推动寿阳农业现代化发展。 ”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寿

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庞广生表示，“争

创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并不是一件‘一蹴

而就’的事情 ，是全县上下立足县情实

际，明确目标追求 ，系统谋划推进才得

以实现的。 ”寿阳县委、县政府敏锐捕捉

到寿阳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基础，

早在 2022 年初就把争创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件大

事”之一，积极与最具影响力的国省字

号龙头企业中化、神农、大地等企业展

开合作，目前已建成有机旱作农业科创

中心、全国玉米科技小院，落地了得天

缘百万头畜禽养殖基地、大地智农数字

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等项目。 在今年又

提出了争创全省产粮第一大县的目标，

近期又把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纳入

了全县转型发展“三区一基地”建设工

作布局之中， 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

美好的发展蓝图正在逐渐实现。

先行引领，如何当好示范

成功入选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的县区全国有 100 家， 寿阳应如何发挥

自身优势，在这“百强”之中脱颖而出，

是创建的关键环节。 有机旱作农业是山

西农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色，同时也是

寿阳农业的优势所在，特别是“三控三

增三提升”的玉米旱作高产高效种植模

式，被专家誉为全国旱作玉米生产最高

水平。

这次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寿阳

将以建设“华北有机旱作农业之芯”为

总定位，围绕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一圈

四区”总布局，推进“两片十二园”建设，

以玉米绿色循环产业链和城郊特优农

产直供链为方向， 以“土地综合整治 +

高标准农田建设 + 现代农业发展”为驱

动，推动“藏粮于地”产生收益并投向

“藏粮于技”，着力构建“一站两中心三

平台四基地” 为主干的有机旱作农业

“三大体系”，打造全国有机旱作农业高

效示范标杆和现代农业创新高地。

有了清晰的建设目标，就需要有细

致的项目作为支撑，让创建目标尽早落

地。 寿阳县实施稳粮保供示范引领工

程、设施装备提档升级工程 、有机旱作

农业科技示范引领工程、产业集聚融合

发展工程、 绿色发展示范引领工程、主

体培育与机制创新工程六大工程，共计

27 个重点项目。

景尚坪位列寿阳县“四大坪”之首，

而景尚乡更是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的核心区域，景尚乡党委书记范春晖深

感自身责任重大，他表示，“景尚乡将聚

焦“华北有机旱作农业之芯 ”的定位要

求，充分利用好国家级旱地农业生态系

统观测站的技术优势和全乡旱作种植

经验，进一步拓展有机旱作农业生产技

术的应用，为全县打通产学研用“最后

一米”和种养加一体化产业链条 ，引领

有机旱作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

金穗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寿阳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龙头典范，在建设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的过程中自然也少不了它的身

影。 南燕竹镇南燕竹村党支部书记、金

穗合作社领办人贾永珍说，“我们不仅

要通过“双层托管”、土地流转等模式实

现 15000�亩“吨粮田”的规模经营，还要

积极学习借鉴景尚数字农业园先进技

术与经验， 在智慧大田监测与控制、智

慧农业物联网 、智能水肥一体化、智能

农机、植保等方面进行改造提升 ，推动

实现玉米质量、产量双提升 ，发挥稳粮

绿色高效示范作用。 ”

寿阳县委、县政府将创建农业现代

化示范区列为全县“一号工程”，成立党

政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实施

专班主抓，出台支持示范区专项政策和

人才激励办法，确保每年投入 1.5 亿元，

让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再无“后顾之

忧”。 与此同时，还将开展种粮“单产王”

“高产王”竞赛，奖励种田有技术、能丰

产的大户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拓展国

家绿色优质高产高效创建成果，积极争

取产粮大县奖励资金， 力争 2025�年建

成全省产粮第一县，实现寿阳农民人均

产粮上万斤的目标。

现代农业，如何提档升级

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就是助力

农业产业的提档升级，助推实现农业产

业的现代化发展。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机装备与农机服

务提档升级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寿阳将积极开展农机配套融合工程，推

进农机农艺融合， 努力促进农作物耕、

种、收、管、防全程机械化。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庞广生表示，

“我们鼓励农机主体和科研院所合作，

立足寿阳地形特点和产业类型，通过引

进与研发相结合，加快引进和推广智能

农机装备、丘陵使用低损耗农机具和微

耕机械等新机具 、新技术，并着力解决

有机旱作特色机械短缺难题 ， 力争到

2025�年，全县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90%以上。 ”

发展现代农业更离不开先进适用

技术的集成应用。 农田灌溉“黑科技”、

智慧耕作数据库、作物生长可视化数据

化、 农户收入多元化……在寿阳县大地

智农数字水肥一体化示范园里现代农

业已初具雏形，各类智能农机设备大显

身手 ，各项先进农技深入普及，农田里

“科技范儿”十足。

园区的技术人员柴亚男说，“我们

通过无人导航和终端检测等技术，确保

播种机能够克服各种地形，并保持均等

的播种株距， 切实提升了土地利用率，

我们的亩产至少在九百公斤，平均能达

到一千公斤以上。 ”在建设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过程中，寿阳将以田益农业等企

业为带动，重点建设现代化玉米有机旱

作示范基地，示范推广玉米绿色高产高

效有机旱作、高效节水、全程数智化管

理技术集成模式， 推动实现科学种植、

农产品增产提质、水肥高效利用、节约

人工管理成本，提升田间管理效率。

发展现代农业还要推进农业全产

业链开发。 当前，寿阳正在全力构建全

省第一条玉米全产业链，建设全省最大

的杂交玉米育种基地，推动玉米的食品

化、饲料化、生物利用；还将以玉露香梨

为带动，做优做精果蔬加工，打造果蔬

加工产业集群； 以生猪产业为带动，做

好做绿肉制品加工，打造肉制品加工产

业集群。 西洛镇常村是寿阳玉露香梨产

业发展的摇篮，那里所产的玉露香梨平

均单果重量 280 克以上，糖度 13%以上，

具有完善的生产体系、服务体系和品牌

营销体系。 寿阳县玉露香梨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侯志强表示，“我们将进一步

做强做大常村玉露香梨的品牌，积极对

接中央厨房、大型超市、城市社区，提高

果蔬集散销售水平，不断提升常村玉露

香梨的知名度、美誉度。 ”

入选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唱响了寿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高歌，让

良田沃野绽放了无限生机，一幅农业产

业更兴旺 、乡村面貌更迷人、农民口袋

更殷实的绚丽画卷即将展开。

（张鑫 党红 / �文 李静 /图）

近日，在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3 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上，寿阳县位列其中，更是山西晋中市唯一上榜

的县域。 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途径，寿阳县将充

分珍惜创建机遇，把建设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为推进全县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助推全县农业产业提档升级，为全

县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

寿阳县通过无人导航和终端检测等技术，确保播种机能够克服各种地形，并

保持均等的播种株距，切实提升了土地利用率。

工作人员在大地智农数字化管理平台上，进行远程作业，定时定量给农作物

浇水施肥。工作人员在大地智农数字化管理平台上，进行远程作业，定时定量给农

作物浇水施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