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

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春风劲吹满目新，乡村振兴正当时。 当前，在三晋广袤的田野上，树枝发芽、麦苗返青、农机奔腾，春耕春管作业正在

由南向北渐次开展。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山西省稳粮保供取

得优异成绩，持续推进“特”“优”农业发展，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晋”字号品牌更加

响亮，“三农”发展活力更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 今年，围绕“稳粮保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三件大事，聚焦粮食生产、产业融合、集体经济壮大、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实施九大工程，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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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兴 乡村美 农民富

———山西省以“千万工程”为引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稳粮保供高位出发

“特”“优”农业效益提升

稳粮保供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加强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巩固

大豆扩种成果，推动大面积提高单产。

2023 年，山西省粮食总产、单产分

别达到 295.62 亿斤、623.48 斤 / 亩，创

历史新高，农业农村部通报表扬山西省

粮食生产突出贡献。 今年，山西省粮食

生产高位再出发，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

程、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在同朔、忻

定、上党 、晋中盆地，创建玉米“吨粮

田”，在晋南盆地小麦、玉米两茬种植区

打造一批“吨半粮田”。 在阳高、原平等

20 个县（市、区）实施整县整建制单产提

升项目，全面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

制“五良”技术集成融合，示范带动大面

积均衡增产。 以耕地地力提升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目前山西省已确定高标

准农田建设任务 100 万亩， 新增恢复水

浇地 60 万亩。

“乡亲们常说，惊蛰前后无冻土，目

前我们公司已对所有农机具进行了统

一检修， 对农机手进行了安全培训，确

保不误春耕、不误农时。”3 月 5 日，永和

县协农农机公司负责人王海军告介绍。

在太原市晋源区万水农资市场，前来询

问和采购的农户络绎不绝。“大豆要种

在肥沃、疏松的土壤里，种植后松土，还

要注意施肥。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

会大豆棉花稻专业委员会委员张素强

为农户讲解注意事项……

这边， 春耕备耕热火朝天开展。 那

边，品牌发布如火如荼进行。 3 月 8 日，

河津市“河山津选 ”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会在太原举行，“河山津选 ”LOGO 以

“鱼跃龙门”为创意主体，美好的寓意昭

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2017 年至 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四

次莅临山西省考察调研， 为山西省指出

了有机旱作农业和“特”“优”农业的发展

路子。 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高位推动、深入践行，着力打好

有机旱作牌、特色优势牌、加工转化牌，

“晋”字号品牌更加响亮，产业效益更加

显现，从杂粮到水果，从海鲜到蔬菜，山

西省“特”“优”农产品不断升级换代。

强主体、延链条、促集聚、打品牌，

2023 年山西省全面提升经营主体，安排

1.5 亿元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 股改

挂牌培育 36 家省级龙头企业， 全部在

“晋兴板”“新三板”上市。 新推荐国家级

龙头企业 7 家，新评选省级重点龙头企

业 162 家， 新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 1 个、产业集群 1 个、产业强镇 4 个、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4 个，打造 12 个省级

“特”“优”产业强县。“有机旱作·晋品”

上海、广州两场推介会和第八届农交会

签约超 250 亿元。 全省农产品加工销售

收入 3650 亿元，增长 12%。

今年，山西省将继续实施现代设施

农业增效工程、 产业融合提效工程，以

生产设施升级改造确保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以产业联动功能融入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 发展设施园艺 16 万亩，

新改扩建大型规模养殖场 143 个， 创建

1—2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雁

门肉羊”国家级产业集群和一批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

农村改革扎实推进

和美乡村文明尽显

改革是推动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 30 年整省试点。 深化集体产权、集体

林权、农垦、供销社等改革，促进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 山西省农村改革蹄疾步

稳。 2023 年宅基地改革两项试点稳慎推

进，探索出一批制度性成果。 土地二轮

延包试点扎实开展 ， 阳泉市土地延包

“19276”序时工作法经验全国转发。村集

体经济 10 万元以下行政村基本消除 。

生产托管面积超 3300 万亩，服务小农户

310 万户。 今年，山西省将稳妥推进承包

地二轮延包试点， 争取在保障外嫁女、

无地农户土地承包权益等方面探索更

多经验。 推动生产托管提质扩面，重点

推动山区地和经济作物托管面积、地

块、品种“三拓展”。

“亲戚朋友都说我们这个中式婚礼

让他们大开眼界，不仅吃得好、玩得好，

还了解了好多传统民俗文化。 ”前几天，

张立文和谢佳伟在高平市河西镇苏庄

村举行了一场传统中式婚礼，一对新人

还沉浸在喜悦中。 近年来，苏庄村与高

平国投集团村企共建文旅公司，全力打

造特色婚庆旅游目的地、 喜文化体验

地， 吸引了众多新人来这里举办婚礼，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今年春节期间，苏

庄村接待游客 36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1270 余万元。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让更多

像苏庄村一样的传统村落化茧成蝶。 按

照“向山、向水、向田、向大美自然要产

业”的发展思路，左权县将红色文化、研

学写生、生态旅游相融合，以写生基地

引流推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一村一特

色、村村有产业，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

从“零”到“百万元”的跨越。 高平市铁炉

村大力做好贡梨种植文章 ，擦亮“铁炉

贡梨”金字招牌。

去年，山西省召开了学习践行“千

万工程” 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现场

会，出台《关于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

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今

年将以“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全面整

治”为抓手，实施和美乡村示范工程、集

体经济壮大工程，以乡村建设、乡村治

理推动农村更加宜居和美， 建设 300 个

以上精品示范村 、2500 个提档升级村 ，

稳步推动 300 个精品示范村、2500 个提

档升级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分别达到 50

万元、30 万元以上。

走乡村善治之路 、 铸精神文明之

魂， 山西省不断健全党领导下的自治、

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持

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整治高额彩礼、

厚葬薄养、 铺张浪费等问题， 村晚、村

超、“村 BA” 等富有农耕农趣农味的乡

村文化产品不断激发人们对家乡的热

爱之情，积分制、“村民说事”等务实管

用的方式 ， 进一步提升了乡村治理效

能，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吹遍

三晋乡土大地。

城乡融合持续发力

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后 15 年是破除城

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的窗口期”， 为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

合起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今年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进县域

内城乡融合发展。 2023 年山西省农村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7677 元 ， 增 长

8.3％， 增幅高于全国、 高于城镇居民。

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4339 元 ， 增长

15.6％。乡村建设步伐持续加快，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 75％以上，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 94.2％，生活

污水治理率 20.6％。

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山西省

已经下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行动方案》，城乡融合、协同

推进， 提出到 2027 年， 要在全省建成

1000 个以上精品示范村、 将 1 万个左右

的村提档升级，所有村做到干净、整洁、

有序。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25 亿元，

四年总计 100 亿元，由县级统筹用于乡村

发展，鼓励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

“我们村的生活现在比城市还好

呢，家家户户都住的是水、电、暖 、气齐

全的别墅 ，村里有山有水好风光 ，村民

每人每年发放福利 ， 还开通了到上党

区、长治市区的免费公交车。 老人免费

体检、孩子免费上学 ，大家的幸福指数

越来越高了。 ”长治市上党区振兴新区

振兴村村民袁贵堂说起自己的生活一

百个满意。

建好建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2023

年， 全省培育高素质农民 6.6 万人，“耕

耘者” 计划培训乡村治理骨干 1400 人，

“头雁”计划培育 940 名“头雁”，各类人

才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智力保

障。 今年山西省将实施入户走访暖心工

程、产业帮扶带动工程、务工就业托举

工程，以走访群众解决问题促进扶贫政

策落到实处，以帮扶产业长足发展促进

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以就业渠道

拓宽带动脱贫地区农民增收，支持 1900

个以上就业帮扶车间稳定运营，吸纳脱

贫劳动力 4 万人以上。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让我们

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

事心中有底 ”的行动力，把各项工作举

措落细落实，奋力谱写山西省农业高质

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

乡村振兴新篇章。 （据《山西日报》）

连日来，浮山县特邀大连樱桃技术专家深入到樱桃大棚开展樱桃树修枝作业，

边讲解技术知识边手把手实践操作，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各项疑难问题，为丰产丰收

奠定坚实基础。 马华虎 摄

3 月 1 日，来自山西省弘梨园晋剧院的文艺工作者在晋中市太谷区北沙河村大

戏台上演出晋剧。 农历正月廿一是北沙河村的传统庙会，该村“两委”班子邀请省城

专业剧团为全村群众连续演出三台大戏，以文化为载体，鼓舞全村群众春耕备耕的

热情和干劲。 孙泰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