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牛蹄乡李庄村香菇大棚种植基地

山西省夏县史庄村：

手捧“黄金果”蹚出致富路

时下，正是油桃成熟季。 在山西省夏县禹王

镇史庄村的一处油桃收购点， 种植户们将刚从地

里采摘回来的中油四号油桃撕开保护袋， 一个个

通体金黄的油桃“露出真容”，让人垂涎欲滴，工

人们正忙着分拣、打包、装箱，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种植户兰永吉：咱们村的油桃就发往北京、东

北、广州、上海……批发价基本上就是刚下来的时

候，品质好的就四块钱一斤，到后期基本上就是 3

块至 3 块多。

夏县禹王镇史庄村油桃代办姚水英：现在，我

们这里的桃子一直到 5 月份到 10 月份，这个期间

每天都有 3 万至 4 万斤的供货量。

每年的 6 月到 10 月为黄金油桃成熟上市期。

由于土壤疏松肥沃， 光照充足， 所以史庄村种出

的黄金油桃个大色艳、皮薄肉脆、口感香甜，每到

这个时候，都有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收购。

陕西客商董二鸿：我是来自西安的客商，已经

是第三年来到咱们这个产区了， 咱们的桃子在陕

西这边的销售是非常好的， 主要原因是它的颜值

又高，口感又好，我们叫它“黄菊油芒芒桃”，还有

一丝芒果的香味儿， 所以说在我们市场上销路非

常好的，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口感非常好。 （到商

超）卖到十几块钱一斤了。

姚水英：这个货是供不应求，一天可以销售量

到五六万斤，农户一亩地（收益）可以达到一万五

（千元），效益非常的乐观。

据悉，史庄村的黄金油桃从 2016 年开始引进

种植，目前种植 3100 余亩，占比达到全村油桃种

植的 90%以上，基本实现全覆盖，为史庄村经济发

展的主导产业。 村“两委”表示，将继续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不断强基础、树品牌，真正让村

民手捧“黄金果”，蹚出致富路。

夏县禹王镇史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晓强： 下一

步，史庄村将依托夏祎黄金油桃，形成品牌效应，

计划建立农贸市场， 为村民收购油桃提供地方便

利；再者，依托线上抖音直播、淘宝、京东等电商

平台， 拓宽油桃销路， 让我们村的油桃走入千家

万户， 真正将黄金油桃变成百姓的增收致富的钱

袋子，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王菲 赵民敏）

山西省河津马家庄村：

增“颜”提“质”

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今年以来， 山西省河津市小梁乡马家庄村

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以集中整治和

常态化整治相结合，党员干部带头发动群众，持

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齐心协力建设有

“颜”更有“质”的和美乡村。

近日，走进马家庄村，映入眼帘的是宽敞平

坦、干干净净的水泥路，房前屋后花草相映，村

户庭院干净整洁，群众生活其乐融融，展现了一

幅村美、家富、人和的乡村新图景。

马家庄村围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两方面，全方位、深层次进行集中清

理， 做到全面整治，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向

“深度”和“广度”延伸。强化设施建设，完善基础

配置，打通 2 条断头路，安装 14 盏太阳能路灯，

进一步健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同时，探索推

行积分兑换活动， 村民通过积极参加村里组织

的各类志愿者活动、、提出好的建议、配合村里

工作等获得相应的积分，凭爱心积分券到“爱心

超市”兑换相应分值的日常生活所需物品，充分

调动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形成人

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马家庄村将深入践行“千万工程”，

实施“雪亮工程”，在村庄重要节点安装监控，维

修全村广播设备 ， 提升乡村治理硬件和群众安

全感；投资 10 余万元，打造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数智文化大礼堂，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依托

共同缔造、基层治理，持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力度，让乡村增“颜值”、提“气质 ”、升

“品质”。 （司三旺 赵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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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阳城县西河乡

开展防汛抢险暨山洪灾害避险

演练。

演练模拟西河乡境内出现

连续强降雨，孙沟地灾点南沟片

山体发生位移， 情况十分危险。

接到险情报告后，西河乡立即启

动应急撤离预案，并迅速派出专

业人员赶赴现场抢险救灾。 到达

现场后，预警巡逻队通过敲锣发

出紧急转移信号；安全警戒组迅

速对道路实施了封锁，并设置了

警示警戒标志；安全转移撤离组

组织危险区群众按照避险路线

快速撤离到安置点；医疗救护组

对行动不便、危重病人进行了转

移、救护；电力抢修队对受损电

路电缆进行了安全检查与抢修；

物资调配组同步为撤离人员发

放了生活物资，并进行了妥善安

置。 整个演练紧张有序、措施得

力，达到了预期目的。 演练的开

展不仅有效提高了西河乡干部

群众的防汛抢险意识，还有效提

升了他们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

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张莉 王宇航 摄影报道

山西省阳城县西河乡

开展防汛抢险暨山洪灾害避险演练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黄牛蹄乡

乡村“联合行动” 多种产业兴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

石。 2024 年以来，长治市潞城区黄

牛蹄乡精准谋划，深入探索“大棚

经济”产业发展模式，依托联合总

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建设香菇

种植大棚、土鸡养殖大棚 ，助力各

村集体经济借势而为，乘风破浪。

在位于黄牛蹄乡李庄村的香

菇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新修建的

日光温室大棚整齐划一地排列在

田间地头 ， 十余名村民正有序卸

车、分拣，抓紧完成香菇菌棒进棚

上架。 大棚内常年保持适宜香菇生

长的恒定温度，棚顶一排排雾化微

喷设备为香菇提供最佳湿度，整齐

划一的菌棒摆满了出菇架，静候着

香菇的破棒而出。 黄牛蹄乡一级主

任科员申勤芳告诉记者：“香菇基

地项目是由乡联合总社牵头，12 个

行政村积极参与，总投资 180 多万

元， 目前，39 个香菇出菇棚基本完

工。 今天香菇菌棒开始上架，预计

一周以后可出菇上市。 ”

据悉，黄牛蹄乡在“乡级联合

总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供销

社”产业化经营模式下，通过政策

补贴，由联合总社提供菌棒 、种植

技术及销售渠道，各村参与种植和

管护， 大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确

保香菇种得好、销得出。

李庄村香菇种植基地由 39 个

大棚组成，其中有 3 个大棚由秦家

庄村负责经营。“我们每个棚大概

有 6400 个菌棒， 每个菌棒最多可

以收益 12 元， 三个棚的话可以为

村集体经济带来 24 万元的收入。 ”

秦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郭璐恒正和村民忙得热火朝天。

近年来，黄牛蹄乡以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为抓手，整合各方资

源，谋划重大项目 ，创办黄牛蹄乡

股 份 经 济 联 合 总 社 ， 实 行

“1+20+N”联动模式（“1”是乡级股

份经济联合总社，“20” 是 20 个村

级股份经济合作社，“N” 是高粱、

中药材、芦笋、香菇等多种特色产

业），保障了稳定销路和稳定增收，

形成“1+1+1>3”的聚合增益效应 ，

按照“政府主导、集体所有、合作经

营、市场运作、民主管理”的原则，

整合资金，融合产业 ，与各村级合

作社联动发展， 充分发挥优势，实

现了“建设一个基地、带动一个产

业、带富一方群众”的目标。“黄牛

蹄乡通过建设香菇种植基地，可以

培养一批新时代新型专业人才，以

香菇种植基地带动各村因地制宜

发展相关产业，进一步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实现群众增收，为全乡经

济发展增添动力，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 ”申勤芳说道。

整合资源 、抱团发展 、合作共

赢……黄牛蹄乡立足“万亩高粱”

“粮食交易小镇”“文旅融合示范

乡”创建目标，持续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发挥全乡集体经济“抱

团发展 ”经验 ，着力扬优势 、强弱

项、补短板，积极开拓“造血”思维，

努力抓好规模种植、 精深加工、市

场营销，不断建链、强链、补链，切

实把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结合起

来， 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着

力推动产业更强 、农村更美 、农民

更富。

（段婷婷 杨鹏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