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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根据土地墒情，眼下，山西省朔州

市朔城区种植合作社因地制宜， 已有

600

多亩玉米、

400

多亩高粱全部采用

最新的农技“标配”———膜侧播种、膜

下滴灌以及测土配方技术， 为

2024

年

该区全力打好千亩优质玉米、 高粱生

产“第一仗”，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这是该区运用科技助农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法。

不负好春光，农事催人忙。 五一

节后，立夏时节，朔城区春播春管工作

有序推进。 朔城区各乡镇农村抢抓降

雨后天气晴好有利时机， 有序开展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田间地头到处

是忙碌的身影，为春播生产按下“快进

键”，努力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

豆目标。

朔城区农技中心副主任王少卿表

示：今年播种期地温高，墒情良好，播

期较往年提早一星期。 截止目前，全区

已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70

多万亩， 玉米

播种已近尾声， 个别乡镇盐碱地玉米

受近期降雨影响，推迟种植，

20

多万亩

玉米已陆续出苗， 高梁等小杂粮作物

播种依次展开。 农技人员会有针对性

的进行田间技术指导， 为全区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据了解，

2023

年，朔城区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完成

2

万亩， 推广膜侧

播种技术面积达

53.8

万亩。 脱毒马铃

薯原种繁育工作完成

500

亩，亩产量达

2500-3000

斤左右。 发展有机旱作农业

品种技术推广达到

2

万亩， 重点推广

了

8

种作物

66

个品种， 良种覆盖率达

96%

以上。 蔬菜产量达

13.16

万吨，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的

12.6%

。 畜产品总量

达

8.9

万吨，农产品供应充足。

运用科技助农，

2023

年该区实现

了粮食生产

16

年连增， 粮食面积、单

产、总产“三连增”。

汇聚磅礴之力助农

朔城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

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据朔

城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介绍， 去年

有多项工作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均衡

协调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特”“优”带路，多元发展。 投资

1.53

亿元实施农业项目

31

个。 因地制

宜打造神西彩椒、 下西关水稻等十大

特色种植基地，规模发展至

9000

亩。全

区目前拥有

32

家省 、 市农业龙头企

业 ，

3

家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

2

家省级

生态农场， 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日渐

完善。 全面完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和

16

个蔬菜粮油类产品的绿色食品

认证。 举办了第六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暨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 农产品品牌

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和美乡村，农村风貌明显改善。 以

实施“十村示范·百村整治 ”行动为抓

手，全面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完成

了

4

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推行

农村环卫网格化管理。 积极推进积分

制、清单制乡村治理试点工作，创建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3

个， 申报

10

个和

美乡村建设示范村。 全区农作物化肥

总用量控制在

2

万吨（纯养分）以下，

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

42.1％

，减

少农药用药量超过

2.3

吨。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

90%

以上，畜禽养殖废弃

物综合利用率达

93.89%

以上， 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成效显著。

农村综合改革发展活力不断显

现。 在

11

个村探索推广托管

+

膜侧播

种技术

+

膜下滴灌技术生产模式 ，农

业生产托管面积达

44.9

万亩。 规范农

村“三资”管理 ，全面组织了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审计工作， 农村集体资源资

产管理逐步规范化、标准化。 健全完善

“双平台”，“三资” 管理平台完成与省

级平台的对接， 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规

范运营，促进利民镇土地流转

2200

亩，

涉及资金

315

万元。 累计健全

61

条乡

村“三资”管理制度，完成

78

个试点村

的“银农直连”工作。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严格落实驻村帮扶工作机制，

做好驻村干部农业生产帮扶及后勤保

障工作，做到了村情户情清、帮扶政策

清、帮扶工作清、帮扶成效清。 持续强

化帮扶政策落实，强化产业帮扶、就业

帮扶、医疗帮扶、教育帮扶、住房、饮水

安全帮扶、兜底保障政策帮扶，全区稳

定脱贫人口

1201

户

3413

人，“三类户”

监测对象

130

户

272

人。

2023

年脱贫人

口人均收入

15288

元， 增幅

19.2%

，全

市排名第一。

科技稳粮和产业特色

推动农村富美

2024

年，朔城区继续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坚持“特”“优”战

略， 坚守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两条底线，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

动，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建设

水平、治理水平 ，推动农业稳产增产 、

农村稳定安宁、农民稳步增收。

聚焦“粮食安全”，端稳端牢“铁饭

碗”。 抓好稳产保供。 始终绷紧绷牢粮

食安全这根弦，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

2024

年将稳定全区粮食播种

面积不低于

85.6

万亩， 推动大面积提高

粮食单产，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5.83

亿斤。 用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

购置补贴、农业生产托管等政策，让农民

种粮更有积极性。

抓好扩面提产。 落实“藏粮于地”战

略，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高质量完

成

2024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3.9

万亩。 大

力开展高质高效行动，落实

2

万亩“吨粮

田”创建。 集成推广膜侧播种艺机一体化

和膜下滴灌、 水肥一体化等一批高产稳

产和高质高效技术， 打造标准化生产基

地，提升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确保完成全

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2

万亩， 建设

有机旱作玉米生产基地

2

万亩。 深入推

动“五良”（良种、良田、良法、良制、良机）

融合发展， 保证全区膜侧播种技术推广

稳定在

53.8

万亩。

“产业发展”筑牢农业高质量发展根

基。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只有把握好产

业发展这个主攻方向， 充分挖掘农业农

村特色资源 ，做足、做活、做精彩“土特

产”文章，才能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 进一步巩

固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扩大夏秋冷凉蔬

菜种植面积达

2000

亩， 长山药面积达

2000

亩，稳定扩大水稻、彩椒、圣女果、高

端葡萄、中草药等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

力争一产增加值、 一产固定资产投资持

续增长，达到全市平均水平。 深入推进畜

牧养殖产业发展，重点投资

560

万元的朔

州市绿野西山农牧有限公司

14.9

万只蛋

鸡标准化饲养改扩建项目， 年内达到建

成投运。 实施总投资

5110

万元的

13

个猪

牛羊鸡规模养殖场新建改扩建项目。 加

快推进总投资

600

万元的朔城区

2024

年

粮改饲项目。 积极争取省级奶业大县建

设项目。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建设

1000

亩

设施水果基地、

200

亩日光温室、

500

亩全

钢架塑料大棚， 新建

2

个设施蔬菜集约

化育苗场、

2

个设施蔬菜标准化示范园。

加快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 加强农

业全产业链建设。实施精深加工培优行动，

引导农业企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支持

企业加强产品研发、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

模式创新。 持续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省级

龙头企业， 力争县级以上龙头企业销售收

入大幅增长。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区

域品牌，讲好农业品牌的“朔城故事”。持续

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 鼓励企业借助推介

活动和“互联网

+

”等多种方式，扩大销售

渠道，让农产品出村进城。积极培育乡村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农业与旅游、文化、

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

“改革创新”驱动力量

为农业农村发展添动力

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创新。 持续深化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三资

管理”“产权流转交易”双平台规范运营，

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严格

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 实施村级集体

经济壮大提质行动。 推进实施好解决承

包地细碎化全市试点， 大力发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持续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推广

学习“村集体组织

+

合作社

+

农户”托管

模式，学习借鉴上年度经验方法，力争农

业生产托管面积不低于

45

万亩。

以项目促发展， 强化科技与生产对

接。

2024

年共谋划实施项目

22

个，总投

资

4.16

亿元，已完成

19

个项目的储备申

报工作。 组织实施

13

万亩地膜科学使用

回收试点任务，

1.01

万亩清种大豆，

2.15

万亩油料单产提升任务，

2

万亩吨粮田创

建任务，

700

亩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任

务，

1000

亩设施水果发展任务。 至此，全

区将立足农业农村发展新需求， 以改革

和科技双轮驱动，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持续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循序渐

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实现农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坚持

因地制宜、统筹协调的科学理念，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切入点，从

4

月初开始 ，以交

通沿线、村容村貌、残垣断壁、农户庭院、

田间地头等为重点，全方位、全区域开展

集中整治行动， 形成完善的垃圾收集转

运处理体系，渐次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完

成新建

2000

座户厕改造任务。 落实任务

清单， 分类推进精品示范村、 提档升级

村、环境整治村建设，今年全区打造精品

示范村

5

个、提档升级村

46

个。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坚持党建引领，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强化政治功

能和组织功能。 深层次推进村庄管理“积

分制、清单制”，积极探索基层群众参与

乡村治理的创新方法， 深入指导试点工

作。 常态化推进日常监督和管理，高标准

全方位打造和美乡村。

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全面落实

各级财政衔接专项资金与项目匹配工

作，

2024

年计划完成实施项目

115

个，新

培育壮大村集体项目

8

个， 预算总投资

5000

万元以上，产业占比达

60%

以上，重

点扶持乡村产业发展。 加大小额信贷投

放力度，支持脱贫群众自主发展产业。

（赵国恒 张明 李星宜 文

/

图）

科技为笔 描绘“塞上绿都”壮美乡村新画卷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农业农村创新发展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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