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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积极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把人居环境整治作

为做好全局工作的切入点，深入开展“一

拆三清一改”工作，在整治环境乱象和提

质增绿添彩方面双管齐下，稳步推进，同

时， 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优势， 在抓产

业、激活力、促增收上出实招，用实际行

动和工作成效让“千万工程”经验在乡村

全面振兴的征程上开花结果。

连日来，王禹乡在开展“一拆三清

一改”工作，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上步伐不停、力度不减。在巩固好王禹村

环境面貌的基础上， 王禹乡将人居环境

整治的触角向外延伸。

再次来到王禹乡， 笔者注意到，在

富王路这条连通 108 国道和王禹乡的主

动脉上， 王禹乡动用大型机具对几处失

去功能、 有碍观瞻的旧式挡墙进行了拆

除；在东掌村口等重要路段，几处破旧的

户外废弃建筑也被清理， 公共区域被整

饬一新，还培植了新绿，更新了公益广告

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心情舒畅。记者

了解到，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

来，王禹乡多次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深

入重要点位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并引

导带动群众参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 全乡的环境面貌有了新气象，乡

容乡貌得到很大提升。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在抓实抓

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同时，王禹乡

在抓产业 、 促增收上也迈出了有

力步伐。

王禹乡幸福苑小区是灵石县开

展脱贫攻坚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

的一处典范，也是近年来王禹乡开展

巩固衔接工作的重要抓手。 近日，在

位于该小区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到处

洋溢着热闹的景象。 屋外，各村妇女

文艺爱好者和小区脱贫群众自发组

成的舞蹈队欢聚一堂，大家踩着音乐

节拍翩翩起舞；屋内，各村的妇女骨

干和幸福苑小区的脱贫群众在老师

的倾心传授下，一丝不苟地学习“王

家高粽”文创产品的手工制作方法。

王禹乡秋泉村妇联主席王芳说：

“今天和妇女姐妹们学习‘王家高粽’的

制作技艺，挺高兴的，不仅学会了一门技

能，还陶冶了情操，结识了不少爱学能干

的朋友，回村以后，我要向村里的姐妹们

传授和推广，带动更多的人参与。 ”

据了解，“王家高粽”文创产品手工

制作是王禹乡开展产业助农增收的创举

性项目之一。 近年来，王禹乡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积极争取项目支持， 在全县率先引进乡

村 e 镇公共服务中心项目， 通过发展产

业和文化塑造等多轮驱动方式， 着力将

幸福苑小区打造成为就业帮扶好、 社区

治理好、权益保障好、融入环境好的“五

好社区”。 在发展产业上，该乡充分发挥

资源禀赋，通过上联下通、直播带货等方

式， 有效拓宽王禹本地农特产品的市场

销路， 为当地群众在土地上深耕细耘强

信心，为全乡发展现代农业鼓干劲。在做

好创建品牌化、 市场化农业这篇大文章

的同时，王禹乡立足实际，以幸福苑小区

为辐射带动，从细微处着手，发展小型手

工艺品、文创产品等项目，让群众在促农

增收的道路上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张玉梅是灵石县王禹乡后背掌村脱

贫户， 谈到家门口的创业路， 她感慨道：

“乡里组织的这个文创产品手工制作项目

挺好的，我行动不方便，老师进门手把手

教我制作方法，我坐在家里就能挣到钱。 ”

在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中，王禹

乡高位谋划、行动迅速，在吹响“一拆三清

一改”冲锋号的同时，靶向发力，按下“提

质增绿添彩”加速键，统筹推进，驶入“产

业助农增收”快车道。

王禹乡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李俊表

示，下一步，王禹乡将继续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以全县“十乡百村”示范

创建行动为引领 ，夯基础、扬优势、补短

板，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持续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不断激活乡村产业

发展新动能， 有效促进群众增收致富，为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颜，为乡村

振兴赋能添力。 （赵青）

“最美是人间四月的天……”这首旋律轻快的《上春山》散发着满满的春天气息。

山西省清徐县这片沃野也在春天里处处欣欣向荣，生机盎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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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清徐：产业振兴忙

葡萄产业展新颜

“舌尖上”的口口香甜、“田园里”的

片片绿意、“农庄内” 的声声笑语……这

是美绿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生动写

照。2001 年，丁拖保承包了西马峪村闲置

数百年的 300 亩荒地， 创建了山西美绿

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本着“以市场为导

向，以科技为动力，率先发展绿色优质葡

萄新品种，带动区域葡萄大发展，壮大清

徐优势产业”的宗旨，积极探索“基地 +

合作社 + 批发市场 + 超市 + 互联网”的

运营模式，先后引进 100 多种优质葡萄，

扭转了清徐主栽葡萄品种单一的局面，

与 4000 多户农户签订葡萄订购协议，辐

射带动葡果种植面积 2 万亩。

目前绿源公司的“日前”牌葡果已经

逐渐进入了山西等地的“永辉”“美特好”

“太原王府井百货”“天美新天地”“唐

久”等超市，实现了农超对接。同时，为延

伸产业链，公司发展休闲旅游农业，自从

2008 年对外开放以来，游客逐年增多，近

三年年平均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

种菜养殖搞得欢

富不 富 ， 看 支 部 ； 强 不 强 ， 在“头

雁”。 当好“火车头”，跑出乡村振兴“加

速度”。 柳杜乡成子村作为远近闻名的

“蔬菜村 ”， 蔬菜设施温室面积达 3200

亩，年产各种蔬菜 3200 万斤 ，成为名副

其实的“市民菜篮子 ”。 在成子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建敏的带领下，

温室蔬菜已发展成为成子村村民的主

要经济来源。

如今 ，张建敏为延伸产业链 ，多次

带领村“两委”干部外出考察 ，学习经

验，带头养殖鸵鸟 ，建成成子村鸵鸟养

殖及基地 。 鸵鸟养殖既能消耗农业残

渣 ，还能优化产业结构 ，现在成子村已

开始生产加工鸵鸟肉 ， 下一步将推动

养殖产业向专业化 、标准化 、规模化发

展，进一步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潜力，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温室大棚势正强

学政策，跑项目，拉资金，盘活资

源要素，打造设施农业，建设温室大

棚， 请来农技专家提供技术指导，为

农户答疑解惑，很多农户种植第一茬

就赚了钱。 为满足农户种植需求，他

从农村出外求学，毕业后用辛勤的劳

动打拼出一片天地，但又带着让家乡

“变一变”的初心执意回乡，他只有一

个愿望，就是让家乡变得更美、让乡

亲们过得更好，他就是杨房村党总支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刚虎。

他坚持“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的

发展理念，以带动群众致富、促进集体

增收为目标， 探索打造设施农业带动

村民集体“双增收”的发展路径，提出

了“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发展模

式，在他的持续努力下，杨房村现已形

成 600 余亩、146 栋温室的现代化设施

农业示范区， 农户单棚年净收入达 7

万元，为村集体增收 75.4 万元。

休闲庄园景色灿

种树修园 、开山拉土 、铺路造 ，1500

亩的荒山野岭进行了植树造林和生态恢

复，曾经草木稀疏、多黄少绿的荒山，变

成了满山青翠、溪水潺潺、瓜果满山的休

闲农业庄园———清泉山庄。

在村主任陈威宁的带领下， 清泉山

庄致力于建设集种植采摘、观光旅游、学

习实践等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体休闲度

假区。 通过打造葡萄、老陈醋、蔬菜等主

导产业，助力清徐葡萄产业发展；通过打

造葡萄文化、休闲旅游目的地，创造了有

果可摘、有花可赏、有菜可采的休闲观光

农业发展模式， 成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

业，促进村庄发展。 初春时节，奋斗的春

风送来发展生机，也送来了春意盎然。

遍地农机耕作忙

隆隆奔驰在田野上的农机在王答的

一片片良田沃土播下绿意， 让农民增收

致富的希望在田野上升腾。三年前杜晓峰同

志响应乡村振兴的号召，怀揣致富家乡的梦

想，毅然放弃红火的生意，回乡走上村书记

的岗位，从“杜经理”到“杜书记”，成为北尹

村的“当家人”，扎根基层是他无悔的选择。

他说，“外出是经历，回乡是意义。 我就是要

带领全村乡亲蹚出一条振兴路。 ”

面对北尹村集体经济薄弱， 劳动力外

流、土地撂荒等问题，他带领村党支部通过

多次考察、研判后决定，大力发展大型农业

机械化项目。村委会先后投入 53 万余元，购

置道依茨法尔 2204 拖拉机、 冀农 450 翻转

犁、大华还田机。 北尹村拖拉机一年可深翻

土地 4000 余亩，秸秆还田 3000 余亩，为集

体经济创收 24.5 万元。 2023 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突破 30 万元。经过两年的发展，北尹村

不仅解决村内耕地撂荒问题，还在村委会牵

头下打造了北尹村农田托管代耕项目，构建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稳固利益联结机制，

大力发展“订单农业”。

门口工厂真方便

缝纫机“嗒嗒嗒”地响个不停，20 多名

女工正坐在缝纫机前，忙着缝布料、剪线头、

缝边、压线头等工艺，赶制各种款式的运动

帽， 现场一派繁忙。“我们把工厂建在家门

口， 村民挣钱不用往外走。 既可以照顾老

人，也可以照顾孩子，并且也不影响销量，帽

子都出口国外了，订单多的时候，一个月有

2 万多顶帽子。 ”工厂负责人王桂林说。现年

48 岁的本乡本土人王永贤是这里的一名帽

子缝纫工。“离家近， 上班很方便， 临近双

节，订单较多，帽子供不应求，我一个月能挣

3000 多元。 ”王永贤高兴地说。

柳杜乡常丰村帽子加工厂是一家专

门以生产运动帽为主的代加工企业，以来

料加工、订单生产经营方式为主。 自成立

以来， 这里就成了当地妇女增收致富的

“巾帼创业示范基地”。

近年来， 柳杜乡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在乡

村设立加工厂，既解决企业招工难题，又让群

众在家门口当上“上班族”，增加群众收入，圆

了群众致富梦。（中共清徐县委组织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