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古交市：

“小菜园”逆袭

成致富“聚宝棚”

春色关不住，大棚绿正浓。山西省古交市邢家社乡龙子村把培育发展日光温

室作为增加群众收入、助推乡村振兴的拳头产业，通过升级设施、改良技术、发

展“采摘经济”延链补链等方式，把昔日村里的“小菜园”，发展成了群众增收致

富的“聚宝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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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提“质”

大棚“大脑”再升级

“我们村第四代智能温室大

棚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 把这些

设备连接在互联网控制系统上，

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远程操控，我

们的大棚变得更智能了。 ” 龙子

村党支部书记成国强满脸欣喜地

介绍道。

近年来，龙子村通过“党支

部 + 合作社 + 农户” 发展模式，

整合村内土地、项目、资金等资源，

全力打造高标准现代农业温室蔬

菜种植示范基地。 2023 年，村里

整体规划， 将温室大棚智能系统

升级为第四代， 可以实时收集

光、温、水、气、肥等数据并进行

智能感知、 分析和决策， 菜农可

通过手机 APP 实时调控自动卷

帘、新型放风控制、智能水肥一体

化灌溉等系统，完成大棚内温度、

湿度调配， 节省约 60%的人工成

本，延长棚架 10 年使用寿命。

探“访”求“方”

种植技术再提升

“2024 年，我和村党支部一同

到山东寿光实地学习考察， 带着

问题去， 揣着经验回来。 非常感

谢古交市组织高素质农民进行外

出实训考察， 这样的活动对我们

种植户而言，意义重大！ ”龙子村

村民成二明激动地说道。

为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龙子

村聚焦种植户需求， 聘请农技专

家免费为村民培训果蔬种植技

术，吸纳种植能手参与承包管理，

积极邀请能工巧匠、 种植大户组

建“种植智囊团”， 创新“金点

子”，制作各类科普、技术推广小

视频， 将先进技术延伸至田间地

头、农户身边，打通智能大棚种植

推广“最后一公里”。 同时，村里

还组织种植户实地到山东寿光考

察学习西红柿种植的新模式、新

技术，挖掘关于种子研发、基地建

设、销售体系、品牌打造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做法， 为村里产业发展

拓宽了思路。

强“链”补“链”

西红柿“身价”再翻倍

“由于软果西红柿种植在全

村所占比重较大，针对‘富余’产

品， 今年村里准备建一家西红柿

酱加工厂，发展蔬菜深加工产业，

能延长销售期的同时， 价格也能

翻倍。 ” 成国强的眼神中充满了

期待。

近年来， 龙子村依托种植出

的西红柿产量高、 番茄红素含量

高、品质优、污染少等产品优势，

坚持“精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

理念， 致力打造完整的西红柿种

植、 加工一体化产业链， 依托新

建的厂房基地， 邀请专业技术人

才、当地“土专家”共同研制西红

柿酱、番茄果汁等具有地方特色的

产品，从而拓宽销售渠道、延长产

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同时，

龙子村以西红柿加工产业为基

点，带动其他蔬菜品种深加工产业

发展，扩大蔬菜种植规模，让龙子

村特色蔬菜产业驶入了提档升级

的“快车道”。

聚“力”得“利”

村民收入再涨一波

“现在种下的西红柿苗等到六

月份就可以摘果了，比普通的蔬菜

大棚要提早将近三个月，实现了一

年收三茬，游客任何季节都可以来

我们大棚采摘，收入比之前多了两

倍多。 ”龙子村农户成小英高兴地

说道。

二月种黄瓜、西葫芦，三月种

西红柿，六月种洋葱、胡萝卜。 随

着现代科技的应用， 龙子村已经

从过去的“秋收” 变为“四季丰

收”， 成为古交市依托产业发展的

富裕村， 龙子村的智能蔬菜大棚

也成为古交市蔬菜产业发展的窗

口 、 名片和农旅融合发展的典

范 。 2023 年 ， 龙子村通过举办

“丰收节”“采摘会”等各类创意活

动， 吸引了千余名游客和学生前

来采摘、 研学， 被太原广播电视

台等多家媒体专题报道， 进一步

提升了龙子村知名度， 蔬菜销售

市场持续扩大。

（靳香玉）

资 讯

近日， 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北义城镇岸则

村一处荒废的河滩地变成一片绚丽多彩的油菜

花田，为当地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乡村振

兴发展新篇章。

在岸则村油菜花田畔，120 多亩的油菜花开

得正盛，远远望去，好似金色海洋，蜜蜂在花丛

中飞舞，游客漫步其间，形成了一幅春日美景。

据了解，油菜花田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一片荒

废的河滩地。 2023 年 10 月，在北义城镇政府的扶

持与协助下，岸则村引入优质的油菜花品种和科

学的种植技术，成功将荒废河滩地改造为油菜花

田，为村里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张莉 摄

高平市庞村村：

唱响农民幸福歌

在晋城高平市南城街街道庞村村， 有一支 50

多名村民组成的合唱团，他们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新

向往，用歌声赞美家乡好风光，唱响农村新生活。

这支队伍是庞村村 2024 年刚成立的“乡音”合

唱团。大家踏着欢快的节拍，随歌声舞动，个个神采

奕奕。 成员孔志芳从小对唱歌就十分热爱，但苦于

没有经过专业的指导，一直都是自娱自乐，现在村

里有了合唱团，让她开心不已。“合唱团给了我一个

相互交流的平台，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唱歌了。 ”

成立“乡音”合唱团并无偿担任指导老师的就

是庞村村党总支部书记王丽霞。 2021 年，通过高层

次人才引进的中北大学研究生王丽霞，来到庞村村

担任村党总支部副书记，作为“乡村振兴万人计划”

中的一员，到村工作后，她总想着能为村民们做点

啥。 2024 年底，成立合唱团的消息一经发布，很多

村民就表现出了极大热情。 为了让村民们听得懂、

学得会，王丽霞从基本的乐理知识教起，同时在选

歌上也颇为用心。“一部分是老歌，再一部分就是歌

唱祖国、赞美家乡的曲目。 希望这样让大家产生文

化自觉，实现以文化人的目的。 ”

庞村村“乡音”合唱团现已发展成员 55 名，平

均年龄 60 岁。 合唱团不仅培养了农民的艺术爱好，

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让农民有了展示自我的舞

台。 ” （毕宵妹 李思思）

朔州市朔城区：

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

集中整治推进会召开

4 月 15 日，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农村人居环境

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召开，通报全区近期督查

情况，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

会议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突破口，突出当地特色，将村容村貌改善与

生态建设、文化建设相结合，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宜居

家园。要坚持集中整治和长效管理相结合，因地制宜、

一户一策，聚焦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坚

持党员先行、示范引领，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引导大家主动参与到环境整治工作中来，

自觉养成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常态长效。 （高培富 刘菲）

朔州市平鲁区阻虎村：

支部引领促增收

和美乡村入画来

近年来，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阻虎乡阻虎村坚

持党建引领，加快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不断

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粮食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

收，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2023 年， 阻虎村党支部组织村民进行农业种植

观摩，邀请山西农业大学专家进行种植培训，鼓励引

导本村及周边村民种植了燕麦、玉米、荞麦等农作物。

科学有效的种植管理模式让村民们喜获丰收。

阻虎村积极推行“党建 + 合作社 + 基地 + 农

户 + 科技”的经营模式，全面调动全村党员、群众

共同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网络短视频等自媒体宣传

方式，结合线下实体门店销售，拓宽本村及周边群

众的农产品销路， 带动本村及周边脱贫户稳定增

收。以生产、销售无公害绿色农产品为重点，开发胡

麻、黄芥食用油和本地特色小杂粮精深加工，逐步

带动全乡农产品的种植、加工、销售。 与此同时，阻

虎村投资 70 万元实施集体养殖项目， 新建了高标

准养羊场，持续探索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

去年以来，阻虎村结合乡村清洁行动，深入推进

环境整治， 整修残墙 35 平方米， 硬化道路 200 平方

米，绿化美化 350 平方米。 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进

一步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步

形成了环境整治长效机制，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

们的幸福指数得到了显著提升。 （李玉环 刘洁）

泽州县岸则村：河滩变花海 油菜花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