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曹云喜说：

“我们村是一个偏远山村， 家家户户种

地为生， 过去村集体基本没有收入。

2018

年开始，村里将土地全部流转，培

育和发展大葱等特色农业，当年村集体

收入达到

6

万 元 ，

2021

年 增 长 至

28

万元。 ”

据了解， 张家河村大葱产业园区

以打造集育苗、种植、加工、仓储、销售

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园为目标，采

用农业标准化生产， 推进统一品种、统

一施肥、统一销售，现已建成大葱育苗

大棚

14

个，育苗

200

余亩，核心区域大

葱种植面积

500

余亩，带动周边村

1

万

余亩有机大葱种植产业发展。

聚焦产业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

主动谋划，结合当地“熬脑”大葱品牌

优势和本村多年大葱种植经验基础，

壮大我村大葱产业，并利用本村独特

的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 因地制宜，

丰富农产品种类。 一是与潞通公司、

山丹丹农业公司三方共同注资

1000

万元成立山西云岩山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采用农业标准化生产，大力推

进统一品种、统一施肥、统一销售，打

造集育苗、种植、加工、仓储、销售为

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园。 现已建成

大葱育苗大棚

14

个， 育苗

200

余亩，

核心区域大葱种植面积

500

余亩，带

动 周 边 村

10000

亩 有 机 大 葱 产 业 发

展 ，

2022

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5

万

余元， 同时带动周边

100

余名贫困群

众就业，就业人员年增收

3

万元。 二

是利用云岩山的独有气候条件种植

冬播谷

235

亩、 优质连翘

1237

亩，为

集 体 增 收 、 村 民 致 富 打 下 扎 实 的

基 础。

聚焦生态宜居，建设美丽乡村。 着

眼长远，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多措并举，将张家河

村打造成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一是投

资

70

余万元对进村路拓宽改造铺设沥

青路面， 并安装路灯方便村民出行；二

是推动见缝插绿， 在村庄建设公共绿

地、环村林，结合残垣断壁整治做好绿

化工作；三是大搞庭院绿化，栽植适宜

树种，做好管护成活。

聚焦乡村治理，倡导文明生活。 培

育乡风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以抓党

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为

契机，完善村民自治 ，推进依法治村。

一是深入推进“七在农家”十星级文

明户评选； 二是扎实开展移风易俗 ，

做好家风家训 、 村规村训的凝练运

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

以乡村振兴为文化主题 ，举办了“张

家河村第四届诗词采风 ”活动、庆元

宵张家河村第三届民俗文化艺术节 、

农产品交易等系列活动，聚文化传承

之力，兴乡村振兴之威。

谈到今后的发展， 曹云喜有他的

主张。

继续做大做强大葱产业园， 同步

打造大葱品牌观光基地。 一是新建

15

座，种植优质大葱

1000

余亩，实现潞城

四季有葱， 为潞城的万亩大葱提供育

苗、技术、机械化全程跟踪服务。 二是

以张家河村为中心，联合周边

8

个村成

立联合合作社申报立项云岩山生态旅

游项目，规划建设张家河村大葱文化主

题馆 、大葱科普区、大葱美食区、农产

品展示区、大葱体验区，吸引游客前来

参观。

将机田证项目投入使用。

80

余台

机械全部投入使用，为全区的大葱产业

提供全方位服务，预计为村集体增收

8

万元。

延长产业链，发展深加工。 一是将

冬播谷项目做精做细，利用现有的石磨

小米等加工设备，实现精细加工，打造

“潞冬香小米”，使之走出三晋，销往全

国； 二是将千亩连翘项目管好用好，利

用千亩连翘中的

400

余亩条田套种大

葱，并新建连翘加工车间，通过深加工

连翘茶等系列产品带动

20

余名群众就

近就业，年务工收入

2.5

万元，为村集

体增收

10

万元。

完善基础设施， 推动文旅产业发

展。规划建设民俗聚落及一条精品儿童

拓展活动建设工程，鼓励农户依托现有

房屋打造农家小院，培育创造乡村大舞

台，并创新电商服务功能，新建农村食

堂，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娱、购基

本设施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张家河村

的政治 、社会 、经济效益 ，为实现集体

增收、村民致富打下良好基础。

就如何推进张家河村和美乡村的

建设，曹云喜道出了他的想法。

环境整治必须拓宽进村路、 安装

太阳能路灯，利用主街道墙体开辟诗词

文化墙……口袋鼓了 ， 居住环境也

靓起来。

近年来，张家河村整合各类资金，

改善和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完成道路硬

化、村庄街巷亮化、墙体靓化、安全饮

用水、卫生改厕、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小乡村实现美丽蜕变。

规范养殖区，道路干净整洁；进村

2.5

米的道路拓宽到

6

米， 水泥路全铺

成柏油路；配套垃圾分类设备，组建环

卫公益岗，建立“住户门前三包”，环卫

公益岗包干公共场所卫生清洁、垃圾清

运的街道卫生常态化保洁机制。

依托独特的自然优势和人文底

蕴 ，张家河村打造文化品牌，通过深

度挖掘和弘扬乡土文化资源，促进文

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该村已

举办四届诗词文化节 ， 卢山书院 、上

党诗社等广大诗词爱好者在此创作 、

诵读 ，领略云岩风光 ，以不同的视角

感受乡村文化和发展变迁。 同时举办

文艺演出、祈福大典 、农产品交易等

系列活动，打造“醉美张家河”的文化

名片。

近年来， 潞城区着眼乡村产业振

兴大局， 强化创新驱动、 构建全产业

链，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快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大力

发展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形成现代农业与休

闲、 旅游度假融合发展格局， 一大批产业

强、乡村美的新农村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按照区里的发展蓝图，如今的张家河

村，“硬件”和“软件”同步提升，逐步实现

产业、文旅的串联、互动融合，一个有诗意

的张家河迎面走来，焕发活力。

曹云喜说，在产业发展上村里种植优

质谷子

300

余亩，优质大葱

200

余亩。 谷子

加工小米已订单化， 优质大葱还没上市在

田头已销售完。 现在村里一亩土地给农户

补助

500

元钱， 在谷子加工厂上班的一天

能挣

80

元钱，几项收入叠加，村民收入逐

年提高了，生活水平也一天比一天好。

乡村振兴不仅要有光鲜的“面子”，更

要有“厚重”的里子。 近年来，村里投资

10

余万元开展绿化美化，拓宽了进村路，新建

了石坡护岸

200

余米。 在此基础上， 投资

100

余万元修建水上乐园， 农耕体验园，

200

亩梅杏采摘园等乡村旅游项目， 现在

的张家河村，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空

地上栽满了花草树木， 村民的院子更是个

个都是“美丽庭院 ”，村民活动中心、健身

广场区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村庄颜值和村

民居住品质。产业发展的劲头越来越足，人

居环境也是越来越亮丽， 实现了特色生态

产业与旅游的完美对接、互动融合。

今年村里要加大调产力度，增加种植

面积， 在文化旅游上的水上乐园和农耕体

验园正式开放，在此基础上，建设民宿、农

家乐和董天知将军牺牲地纪念园和白皮松

森林公园， 真正让产业

+

旅游发展起来，

村美民富，让村民过上小康生活。

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在潞城区，

像张家河村一样村美民富的乡村比比皆

是，有着甜蜜“柿”业的神泉村，“葱”满幸

福的熬脑村，“杏” 好有你的小潦河村，物

阜民丰的小天贡村等等， 都开启了颜值与

内涵同步提升的“快捷键”，村民们正享受

着特色产业和绿水青山带来的幸福。 截至

目前， 全区特色产业播种面积达到三万多

亩；农业发展项目、畜牧养殖项目、农村基

础建设项目、 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共

15

个；

涉及

6

个乡镇（街道）

39

个村的农村改厕

已完成

4914

座， 完成率

98.28%

。 接下来，

村里将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 壮大龙

头企业，强化龙头带动、品牌引领、产业融

合、科技支撑，推进农旅融合发展，让农业

更加强起来、农村更加美起来、农民更加富

起来。

展望未来 ， 曹云喜说：“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群众的

幸福指数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2024

年，

我将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带领

全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提振精神， 鼓足干

劲，奋发有为，全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

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

（张明 宋继宏 文

/

图）

在乡村振兴征程上大步向前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张家河村发展纪实

23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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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河村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西北部，主要种植大葱、玉米、谷子等农作物。 从偏居一隅的小

山村到激活生态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张家河村走出一条农旅融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据介绍，张家河村有

187

户

514

口人，党员

32

人，耕地面积

1757

亩，

2022

年度村集体经济收入

51.2

万元，

2023

年度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达

60

万元。 张家河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聚焦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各项中心工作。该村紧紧围绕“抓党建、兴产业，建设美丽乡

村”目标，从产业发展、园林绿化、基础实施建设、乡风文化等方面着力，为乡村振兴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