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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特产”成增收“金招牌”

———山西省榆社县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谷子连绵成海、彩椒鲜翠欲滴、蜜薯格外喜人……秋末冬初，榆社大地上一片丰收的绚烂图景，处处

洋溢着特色农业丰收的欢歌。 近年来，山西省榆社县坚持做好“土特产”文章，持续在用好乡土优势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等方面精准发力，逐步把“土特产”打造成了群众增收富民的“金招牌”。

依托科技 用好“土”的资源

“嗡嗡嗡……”近日，榆社县五福农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台

大功率烘干机正加紧作业将脱壳的谷

子进行烘干，河峪乡西周村村民杨建清

守在机器前，看着金灿灿的小米在眼前

翻滚高兴得嘴角上扬。

产于丘陵山区的“河峪小米”，扎根

于富含锌元素的深褐色黏性土壤，适宜

的气温，充足的阳光日照，加之古法精

耕细作，酝酿出含油高，口感绵，颗粒饱

满，色泽金黄的河峪小米。

西周村，是榆社县五福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谷子封闭示范片的核心区。

2018

年， 村里开始推广使用渗水地膜

覆盖穴播技术，一开始村民们观望和犹

豫不决。 当年秋天，

20

多亩试验田喜获

丰收。 特别是杨建清种的

2 .5

亩谷子

地，亩产突破

500

公斤，创出榆社县常

规谷子产量高产纪录。

2019

年，村民们

纷纷要求使用新技术，推广面积一下增

加到

330

亩。

五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谷子封闭

示范片所使用的是一套有机旱作农业

集成技术，包括早春耙耱、抗旱品种选

用、配方施肥，渗水地膜覆盖穴播、增施

富硒有机肥、适时收获、机器脱粒等。 这

样一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下来， 操作简

单，省时省力，每亩可节约间苗开支

200

元左右，种子用量比传统种植节省

70%

以上，亩增产

20%

以上，售价较一般小

米增加

1

元，亩增收

350

元左右。

科技赋能产业振兴。 榆社县大力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积极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 粮食生产基础

设施不断优化，粮食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推广力度不断加大。 目前，全县

已新建高标准农田

9000

亩

,

发展土地

托管

2 . 7

万亩

,

粮食总产量达到

1 . 17

亿斤。

培育品牌 突出“特”的属性

能够称得上“土特产”，必须是具有

特色和独特竞争优势的产品。

走进三和农牧渔有限公司的生态甲

鱼养殖场， 一个个大型水塘排列整齐，

时不时从水里冒出一个个甲鱼的小脑

袋。“这里的‘云簇湖’牌熟食甲鱼，是目

前我省唯一以甲鱼为食材做成的熟食

品牌，自

2021

年进入市场以来，广受消

费者青睐。

2022

年，产品还成功入选首

批全国预制菜宣展名录。 目前，公司可

实现年销售额

700

余万元。 ” 正在为甲

鱼拌料的公司负责人任海云说。

三和农牧渔有限公司位于云竹湖下

游，利用无污染的云竹湖水进行生态养

殖。

2018

年，公司以云簇镇建设全国现

代农业示范镇为契机，配套建设加工包

装车间，打造了“云簇湖 ”熟食甲鱼品

牌，并与山西农大联手研发出“金六甲”

“五子养生鳖”等高附加值产品，上市后

供不应求。

近年来，云簇镇依托三和农牧渔有

限公司，采用“公司

+

农户代养”模式，

不断探索推广庭院养殖 ， 打造“云簇

湖”熟食甲鱼品牌 。 同时，全力推进生

态甲鱼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甲鱼养殖

规模从

2022

年的

3

万只， 增加到去年

的

10

万只 ，再到今年的

30

万只 ，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 年销售额达

700

余万

元，带动就业人员

50

余名，成为群众真

正的致富之路。

立足县域实际， 充分发挥交通、农

牧、渔业等区位、产业优势，当地还全力

实施设施蔬菜、能繁母牛、生态甲鱼“三

个倍增计划”，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有效带动农民群众致富增收。

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022

年以来， 榆社县新增肉牛

2

万头，

设施蔬菜亩均增收

2400

元，生态甲鱼规

模达到

30

万只 ， 培育市级龙头企业

2

户，认证“圳品”

3

个，河峪小米、北寨陈

醋入选全国名特优农产品名录，为乡村

振兴增添“特”色动力。

拉长链条 提升“融”的效益

特色产业要带动一方百姓增收 ，

其关键之处就在于开发农业的多种功

能、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 ，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

升级。

榆社县医药资源丰富。 黄芩、知母、

甜甘草被誉为“榆社三宝”，种植面积已

达

2.5

万亩。“榆社阿胶” 作为传统名

产，其熬制技艺更是入选了山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山西天生制药有限公司阿胶生产

车间，现代化的流水线排列有序。 泡皮、

提取、浓缩、成胶、凝胶、切胶、晾胶……

每一道工序都井然有序 。 外包生产线

上，几名工人正在开盒、装胶、贴标，动

作行云流水。 阿胶车间主任梁晋宏介

绍， 公司不仅延续古法熬制的精髓，还

结合现代医药学工程和标准化处理，不

断提升产品品质。 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生产方式，使得榆社阿胶成为行业

标杆。

除了阿胶产业， 榆社县还逐步形

成了“药材种植、中成药生产、胶囊 、医

药包装”的产业格局。

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榆社县积极推

进产业集聚 、主体集中 、要素集约 。 目

前，全县医药包材关联企业已达

40

户，

带动就业人口近

1.6

万人。

发展并未止步于此。 跳出“土特产”

的范围，该县深入挖掘云竹湖、古建、化

石等特色资源与文化，将农业、文化、旅

游等产业有机结合，推动“金字招牌”向

“三产融合”发展。

如今， 榆社县正以医药包材产业为

核心，不断谱写“产”字新文章。 通过项

目建设、拉长做强产业链、园区建设、科

学赋能等路径，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幅幅“好丰景”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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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