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人员正在管护甜瓜苗。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下水头乡

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 近年来， 朔州市平鲁区

下水头乡依托特色农产品优势创

建现代农业产业园， 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力争

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经

济优势和富民优势。

在下水头乡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沙棘生产车间， 经过紧张调

试的沙棘生产线已经进入正式生

产阶段。 经过灌装、贴标、装盒、

打码、 塑封、 装箱等一系列操作

流程， 一件件新鲜的沙棘饮品

“应运而生”。

下水头乡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位于下水头乡下木角村， 项目

总投资 2200 多万元，共有沙棘饮

料生产线、 沙棘原浆生产线、沙

棘代餐粉生产线、 杂粮代餐粉生

产线、 蜂蜜生产线 5 条生产线，

于 2022 年全部启动建设，2023 年

完成建设。 目前，8 月 10 日沙棘

饮料生产线试运行生产成功，9

月 1 日正式投入生产。 8 月 17 日

沙棘原浆生产线启动试运行，调

试合格后于 8 月 30 日全部投入

生产。

下水头乡现代农业产业园

占地总面积 7048 平方米，建筑面

积 3751 平方米，按照“众创空间

+ 代工厂”两个主功能模块打造，

由山西鑫云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建成饮料车间、 粉剂车间、

口服液车间、 蜂蜜车间、 沙棘原

料车间等多个通用生产模块，实

现多品种的生产线组合。 园区配

套仓储区、 产品检验检疫区、辅

助研发中心、 综合展览区和职工

培训区等， 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延

伸农业产业链， 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 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

优势、经济优势、市场优势。

依托特色农产品优势 ，下

水头乡建成农业产业园 ，从政

策 引 入 、 优 惠 支 持 、 融 资 服 务

等 各 方 面 对 加 工 企 业 进 行 服

务 ， 解决企业加工能力弱 、 品

牌意识不强 、销售渠道窄等困

难 ，帮助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

的市场 ，为优势产业搭建现代

化、规模化、集约化的生产、加

工和销售平台 ， 助力做大做强

特色产业 ，让特色农产品成为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

走出了一条兼具生态效益和农

民增收致富的双赢之路 。

（戎爱平 计怀玉 郝建秀）

山西和顺县崔家坪村：

百亩谷子长势喜人

科学管护谷穗飘香

近日， 在山西省和顺县李阳镇崔家坪村谷子种植基

地，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颗粒饱满的谷穗，绿油油的

谷田，汇成谷子的海洋，预示着丰收的到来。

和顺县李阳镇崔家坪村村民说：“我们村种谷子是

从五月中旬开始，在五月中旬之前，要平整土地、施肥，

如果施不好肥，谷子就不会丰收。 五月中旬种进去，十

月份才能收，每亩地 800 斤到 900 斤的产量，现在的谷

子长势很好，2023 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

“满园米相似，唯我香不同”。和顺县李阳镇崔家坪

村三面环山，多为富硒土壤，极其符合小米生长环境，

产出的小米口感醇香、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现在， 和顺县李阳镇崔家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谷

子，种植面积达到 400 多亩，年收入 100 多万元。 同时，

李阳镇崔家坪村在谷子种植过程中， 严格执行农作物

科学栽培管理技术，严格控制化肥、农药的施用，人工

除草，人工铲地，全部实现绿色、生态无公害种植。

小米的广泛种植，不仅增加了种植户的收益，也让

因小米延伸出来的传统加工产业收获颇丰。 和顺县李

阳镇崔家坪村党支部认真调研分析市场， 充分认识到

要带领群众致富，就必须走出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就

必须由家庭生产转型为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于是创办

了和顺县康顺杂粮销售专业合作社专门经营有机绿色

小米、杂粮。 和顺县康顺杂粮销售专业合作社秉承“生

态、健康、营养”的理念，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

化格局为目标，竭力打造原始种植、有机绿色的特色农

产品基地。 目前，合作社已有的小米、甜苦荞面加工成

品等自有品牌得到群众认可，销量可观。

（李世鹏 张耀月 文 / 图）

山西沁水县固镇村:

西红柿迎来丰收季

近日， 在山西省沁水县龙港镇固镇村西红柿种植

基地里，一颗颗鲜红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村民们正

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固镇村依托光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等得天独厚

的气候条件，加强选育抗旱良种，在科学技术指导和合

理的田间管理下，西红柿“颜值”高、营养足、味道美，大

受市场追捧。 龙港镇农业中心技术员李瑞庭说：“夏季

高温雨水多，西红柿容易发生病虫害，这时候又是西红

柿坐果时期，田间管理非常重要，浇水、施肥等流程都

需要掌握技巧，以确保产量和品质。”“2023 年是我种植

西红柿的第 3 年，西红柿的产量和品质都很好，一亩地

能收入将近 2 万块。 ”种植户刘卫说。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近年来，固镇村抢抓政策、

投资等有利时机，推进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加快特色产业、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培育凸显地域特色

的农业品牌，不断激活农村发展动力，让村民个个有活

干、家家有奔头，使老百姓搭上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车。

“我们高度重视特色产业发展，现在已经种植标准

化西红柿 100 亩。 下一步， 我们将进一步结合市场需

求，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不断引进多个蔬菜品种，同时

安排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村民进行指导， 让村民

不断受益。 ”龙港镇固镇村村委委员王新其说。

（张宇 李娟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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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秋日，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沙

坪街道大村村一派忙碌景象：蛋

鸡养殖场里， 饲养员正在配制鸡

饲料；一排排日光温室大棚里，工

人们正在为果蔬苗除草、浇水；民

宿文化区里 ， 村民正在打扫房

间……“这些年，村里利用区位优

势招商引资， 沿 307 国道复线建

起了商业区。我们还建起养鸡场，

发展大棚种植， 打造乡村民宿精

品，让村里产业多点开花，绘出乡

村振兴新画卷。 ”大村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福说。

大村村地处矿区、 郊区接合

部，307 国道复线绕村而过，全村地

域总面积约 4.1 平方公里， 有 315

户，常住人口 970 人。 多年前，大村

村的主要产业是开采煤炭。 随着各

项政策的实施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村里开始谋求转型。“转型初期，村

里先招商引资发展租赁产业，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 并建起了养鸡场。

但村里的产业较为单一，要想让村

民过上好日子，我们支村‘两委’就

得想办法、找出路。 ”王福说，“2021

年以来，村里把重心放在了布局产

业项目上。 我们把村子分为东、西

两部分进行统一规划。 在村子的西

部，我们发展起草莓、甜瓜、樱桃等

特色种植产业，并打造民宿文化区

和产业融合文化商业区。 目前，民

宿文化区室外工程完工，已有合作

方对接。 产业融合文化商业区正在

建设。 未来，村西部的工程全部完

工后，我们便开始在村东部建设健

身步道、体育活动场、垂钓园、餐厅

等，努力将其打造成商务生态休闲

特色农庄区，为游客提供开放性公

共服务场地。 ”

养殖蛋鸡是大村村早期发

展的产业之一。 2009 年，村里建起

了市瑞峰养殖场。 经过多年的发

展，养殖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目前，

蛋鸡养殖场占地 10 余亩， 有 6 栋

鸡舍， 每栋鸡舍存栏 1 万只蛋鸡、

日产鸡蛋约 500 公斤。蛋鸡养殖场

里“科技范儿”十足。给鸡供水和添

料、鸡舍内调温、鸡蛋传送等环节

都实现自动化，大大提高了养殖效

率。“我们喂养的是海兰褐品种的

蛋鸡， 这种蛋鸡生长快、 产蛋量

高。”市瑞峰养殖场负责人王钧说，

“鸡舍里的智能化设备能自动控制

鸡舍温度、喂料时间、通风等。工人

只需要按动设备按钮，就能自动添

料、供水、通风。蛋鸡住上智能管控

的高级房，生长环境科学又舒适。

大棚种植是大村村在村西

部布局的产业之一。 大棚种植基

地占地约 60 亩，由市绿鑫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实施。基地有 20 个

日光温室大棚， 每棚面积在 1 亩

至 2 亩， 种着草莓、 甜瓜和樱桃

树。 今年 5 月， 技术人员首次尝

试种植了一个大棚的樱桃。 今年

8 月，技术人员又先后种了 10 个

大棚的草莓和 3 个大棚的甜瓜。

“我们种了章姬、 黑珍珠两个品

种的草莓和博洋 9 号品种的甜

瓜。 今年 12 月，这两种水果就可

采摘了。 我们还从晋中市太谷区

引进小西红柿无土栽培技术，准

备尝试种植。后期，我们还会种植

西葫芦、茄子、黄瓜等蔬菜。 ”技

术人员冀伟介绍，“我们还在大棚

里安装了自动感温系统。 人工设

定好温度后， 这个系统会自动开

关大棚风口，不仅节省人工，而且

果蔬长势更好。 ”

真抓实干，继续前行。 大棚

种植项目正常运转后， 大村村将

村里的闲置院落改建成民宿文化

区， 落实村西部产业规划。 2021

年， 村里投资 350 余万元打造民

宿文化区室外工程，将占地约 20

亩的 13 个旧院落改造成农耕文

化民宿。 目前， 室外工程已经完

工，13 个旧院落改建成了统一风

格的民宿， 其中 4 个院落完成了

室内装修、室外布景，其余民宿将

陆续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民宿文化区的 4 个院落里，

布置了农耕器具展示墙， 挂着镰

刀、 锄头、 犁等年代感满满的器

具。“这些农耕器具是村民捐赠

的。 ”大村村工作人员荆军泰说，

“游客来到民宿文化区，既可以看

到村里的秀丽风景， 又能感受农

耕文化的魅力。大家闲余时间，还

可以到大棚种植基地采摘果蔬。

这样，村子成了集赏景观光、休闲

康养、采摘体验于一体的乐园。 ”

民宿文化区运营后， 预计每年能

为村集体带来近 20 万元的收入。

在村西部布局的产业陆续落

地。村里又投资 450 万元，计划将村

里闲置的村委会旧址改建成集文创

产品展示、研学、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的产业融合文化商业区。今年 7 月，

产业融合文化商业区建设工程启

动。 该工程分 3 期进行，预计 2025

年底完工， 目前工程正在进行一期

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文化商

业区工程完工后， 我们会按照村里

的产业布局规划， 在村东部建设商

务生态休闲特色农庄区。村东、西部

项目全部完工后， 我们就会把这些

产业连点成线， 届时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特色产业格局就会变成现实。”

王福对未来信心满满。

（张嘉豪 李子轩 李旭榕 文 / 图）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大村村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

特色产业多点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