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稷山县地处晋南， 是中华农

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稷山

板枣是中国十大名枣之首， 起源

于春秋， 从唐代开始就是历代皇

室贡品。 稷山县有千年以上古枣

树 1 .75 万株， 百年以上的板枣树

近 8 万株。 依托独一无二的资源

禀赋， 稷山县因地制宜， 大胆探

索，借鉴“千万工程”先进经验，以

姚村、陶梁、吉家庄 3 个枣园村为

核心， 着力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园

区。 按照“以农带旅、以文促旅、以

旅兴农、农文旅融合”的思路，通

过盘活整合农村集体资产、 非遗

文化、乡土民俗、美食等资源，大

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 乡村旅游

业，延伸富民产业链。

园区延用“枣粮间作”古法模

式，实施林下栽植新模式，在板枣

树下种植中药材， 引导枣农形成

“上打枣、下种养”的增收模式。 每

亩林下中药材可增收 3200 元。 锻

造精深加工产业链，发展板枣饮品

以及蛋鸡深加工产品， 推动实现

“农头工尾”。 实施“提品质，创品

牌”发展战略，持续提升特优农产

品品质和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

探索“旅游 +N”模式，推进旅

游名县名镇建设，激发乡村旅游内

生力。 园区建成“童话恐龙乐园”

“稷颂” 沉浸式文化主题演艺、“唐

枣温泉庭院”、枣林观光小火车、文

创中心等，形成吃、住、行、游、购、

娱全要素产业链。园区运营近两年

来，共接待游客 100 多万人次。 先

后举办全国乡村“村晚”分会场活

动、后稷农耕文化节、枣花节、板枣

文化节、枣园马拉松赛、自行车赛、

盛世华灯嘉年华、“千年枣林、百年

好合” 集体婚礼等一系列活动，实

现“接二连三”，千年枣乡焕发了新

生机。

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产业振

兴，带动乡村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环境好了，乡风更文明了，秀美乡

村吸引越来越多外出人才返乡就

业创业。

吉家庄村村民杜高飞过去在

太原经商办企，如今他与合伙人回

乡开发“只为枣你”系列食品，将家

乡特产推出去。

稷山县千年枣园乡村振兴示

范园区目前已吸纳村民就业 158

人， 并成立农民技能培训中心，发

挥公共实训基地作用，开展家政服

务、手工艺、直播带货等培训，让大

家有技能、能致富。 同时，建立“残

疾人自强一条街”，帮助 22 名残疾

人实现就业创业。

园区内村民实现 4 种收入来

源，分别是：每年每亩 2000 元的土

地租赁收入，每亩 5 万元的枣树入

股分红收入， 在示范园的务工收

入，以及在家门口摆摊设点的经营

性收入。 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2.5

万元以上。

“随着乡村振兴示范园区项目

的落地实施，村容村貌以及乡村教

育、医疗、养老服务得到进一步完

善，村民收入增加，基层党组织工

作更好得以开展。我们组建了村办

集体经济合作社，在政府和园区的

大力支持下，共同参与林下经济道

地中药材种植和特优农产品深加

工。民宿、小吃街、农家乐等红火起

来，村里业态越来越多。”吉家庄村

党支部书记裴俊峰高兴地说。村民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得到实实在在

的好处，更加热爱家乡，积极投身

家乡建设。

（程天赐）

图说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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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巴南

高标准农田

绘就丰收好景致

�������“真不敢相信！ ”看着眼前这

片田成块 、地平整、路相通、旱能

灌的高标准农田，种了一辈子“望

天田”的村民杨正远不禁感叹，这

两年村里变化很大， 以前农户种

植的田块大小不一又分散， 机械

作业难度大。 如今， 土地流转整

合，地平整了 、路畅通了 ，种地更

轻松、省力了。

杨正远告诉笔者， 自己因为

年龄大没有劳动力， 前两年家里

的两亩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撂荒

地，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后，村集

体流转土地，发展大豆种植产业，

自己把 2 亩土地流转了出去 ，还

能在基地务工， 在家门口就能领

“双薪”。

农胜村位于丘陵地区，田块

小 、分布散 ，田块与田块之间没

有耕作道 ，大型机械无法正常作

业，成为制约当地粮食生产能力

持续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今年

4 月 ， 农胜村完成高标准农田整

治工作， 有效解决了耕地分散和

机械化程度不高等问题， 并建成

了 1000 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基地。

“下个月大豆就要丰收了。 高

标准农田的建成，不仅改善了农业

生产条件，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

和产出率，而且还能促进全村农业

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带来明显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看着丰收在望的大豆，农胜村党委

书记刘伟喜上眉梢。

刘伟告诉笔者，高标准农田建

设完善后， 村里实现了机械化种

植， 每一亩能减少 5 个劳动力以

上，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提升了

产业效益，也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预计今年大豆

亩产量可达 200 斤左右，推动村集

体经济增收 13.16 余万元。

仓廪实，天下安。 粮食安全是

国家的生命线，耕地是粮食生产的

命根子。 近年来，巴南区始终把粮

食安全放在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

位置，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 ”战略，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过程中，充分听取广大农民群众意

见，将工程建在农民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 ，通过改良土壤 、建设灌溉和

排水设施等措施，实施 29.4 万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达到了“田成方、林

成网、路相通、渠相连 、旱能灌 、涝

能排”的治理目标。

同时，巴南区还把高标准农田

建设与乡村振兴、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等结合起来，依托高标准农田建

设所带来的便利，通过开展机械化

种植、农机购置补贴 、组织技能培

训等方式，开展“贴近式”农技服

务， 广泛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积

极推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稻 + 油菜”接茬轮作，实现了“一

季”变“两季”，“粮田”变“良田”，提

高了农业的综合实力，实现了粮食

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邓佳星 邓俐）

日前，走进重庆市巴南区鱼洞街道农胜村，高标准农田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基地，

一块块高标准农田纵横交错，一垄垄秋大豆丰收在望，一束束豆荚色泽黄绿、饱饱满满，在

碧水蓝天的映衬下，一幅喜人的丰收景致。

山西稷山

农文旅融合 助力千年枣乡谱新篇

河北沙河

金秋太行梯田美

日前， 位于河北省沙河市西部山区的王硇村

梯田上，多色百日菊、格桑花竞相绽放，形成错落

有致的梯田花海景观。 从高处俯瞰， 花海梯田层

层叠叠、色彩斑斓，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图为游客在河北省沙河市王

硇

村的梯田里赏

花游玩。

牟宇 / 摄

山西省稷山县是后稷故里、板枣之乡。 近年来，该县以入选国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区为重要契机，依托独有的 15 万亩千年枣林，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为路径，精

心打造“守望千年·只为枣你”乡村振兴示范园区，擦亮后稷农耕文化品牌，做优板枣特色

产业，做强文旅服务业，推动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如今，这里不仅有古枣园，有淳朴民风，更有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业，时尚的民宿、文创、

枣林休闲观光旅游项目、新型婚俗基地、村民表演的沉浸式实景剧等。 厚重的历史、古老的

农耕文明，与时尚元素、创新实践相结合，谱写出稷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广西阳朔

漓江岸边采柚忙

日前， 位于漓江岸边的广西阳朔县杨堤乡迎

来沙田柚成熟采摘季。 全乡沙田柚种植面积 1000

多亩，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图为在广西阳朔县杨堤乡地水村， 村民和驻

村工作队员在分拣沙田柚。

陆波岸 / 摄

新疆阿瓦提

长绒棉迎来采摘季

日前， 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的长绒棉进

入采摘季， 大型采棉机来回穿梭， 雪白的棉花被

快速采摘、打包、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 得

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当地棉花实现从春播到采

收全过程机械化作业。 阿瓦提县植棉历史悠久，

这里种植的长绒棉因其纤维柔长、 细腻柔软、韧

性强等特性，备受消费者青睐。

图为在新疆阿瓦提县， 一台大型采棉机在棉

田里作业。

高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