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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长凝镇相立村：

人居环境整治 让千年古村落“美”起来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长凝镇

相立村积极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依托传统古村落保护机制，将人居

环境整治与乡风文明有机结合，使

千年古村的初夏美景悄然“上新”。

作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的

相立村位于太行山余脉西麓，战国

时称凤凰村， 因蔺相如在此地封

相，改称为相立村，村民世代以农

业耕作为主业。 走在相立村，处处

彰显着独特的文化魅力，这里保存

有 34 处红色文化居址， 是爱国主

义教育的活化石。 近年来，相立村

还积极修复 20 多处古建筑和民居

院落，用于民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宣传展示。

为了让古村旧貌换新颜，把村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

实。 连日来，相立村充分发挥党员

模范带头作用和村民主体作用，驻

村工作队、党员、网格员、保洁员全

员上岗，以大干快干抓紧干的执行

力， 对重点区域进行了清扫整治。

同时，发挥昔榆高速十一标项目部

党支部和相立村党总支共建模式，

积极推动企业和乡村共建共创优

质环境，达到村企联动、整体提升

的效果。 截至目前，已出动 80 余人

次，清理垃圾 10 余方，新建公厕 5

个。 此外，相立村还注重源头治理，

结合“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引导

村民自觉形成良好生活习惯，全力

营造生态宜居、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不断提高群众幸福感。

下一步 ， 相立村将统筹好保

护、利用和传承的关系 ，让古旧村

落“活”起来、“美”起来，让历史文

化在保护中更好传承，让乡村景色

更美丽、文化更兴盛。 （梁书宁）

陈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机手马不停蹄抢收抢打，确保颗粒归仓。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

深化农文旅融合

打造乡村体验新模式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进，山

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积极培育乡村旅游新业态，

充分利用乡村、农业、生态、文化等优势资源，聚

力打造一批集旅游、度假、研学等于一体的现代

农业科技园，推动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位于平鲁区的山西长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农业资源，

保留山谷、山地、树林、梯田等自然景观，开设了

一系列特色山地娱乐项目，让研学、团建群体在

享受田园风光的同时，也能体验童年般的乐趣。

长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马志强：

长良欢乐谷有彩虹滑道、越野摩托、萌宠喂养、

水上乐园等 30 余个项目。 其中，彩虹滑道占地

面积 6000 平方米，长度 300 米，是华北最长的彩

虹滑道。

此外， 长良公司把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文化

资源相融合，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文旅综合

体以及康养休闲、旅游观光路线，不断提升旅游

产品品质，吸引更多的游客观光休闲度假。

2024 年， 长良欢乐谷还挖掘并整合了当地

的红色资源，建起博物小院，让游客深刻感受党

的光辉历程、平鲁区红色史迹以及农耕文化、民

俗特色。

长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坚持“有得看、留得

住、带得走、想再来”的理念，系统开发运营“春

夏秋冬”四季旅游及特色产品，打造出集养殖、

种植、加工、旅游观光、休闲康养、民宿、研学、培

训、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农文旅融合示范园区，为

平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高培富 季璇 刘国霞）

山西省汾阳市三泉镇：

“丰”吹麦浪穗飘香

小麦开镰收割忙

风吹麦浪遍地黄，颗粒归仓丰收忙。 山西

省汾阳市三泉镇 1100 余亩小麦迎来丰收季 ，

各村抢抓农时开镰收割，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在三泉镇崞村的麦田里，一台大型收割机

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于广袤的麦田间，阵阵轰

鸣声中， 一簇簇金黄紧实的麦穗儿卷进机舱

内，经过切割、脱粒等流程，吐出颗颗饱满的麦

粒，一幅夏收的农忙画卷徐徐展开。 三泉镇小

麦种植约占汾阳市小麦种植的三分之一，分布

于南马庄 、平陆 、东贾 、聂生、张新堡等村，伴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机械化收割已经成为

当前小麦收割的主要方式， 通过引入机械化、

智能化等现代农业生产设备和技术 ， 实现种

植、管理、收割等环节的现代化改造，全力推动

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同时，在粮食收割过程中，三泉镇因地制

宜 ，引导村民将秸秆就地粉碎还田 ，有效培肥

地力，为后续农作物种植做好准备 ，小麦秸秆

变废为宝 ，不仅有效防止了大气污染 ，提升了

耕地质量，还推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助

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夏粮丰收 ，全年不愁 。 当前，三泉镇正全

力做好机械人力调度，不间断发布天气状况预

报，让村民、农机手及时了解天气变化，实时调

整收割进度，有序安排小麦抢晴抢收。 收割完

成后，小麦经过晾晒，待水分降低后收仓入库，

自行育种留种 ，明年继续播种 ，推动粮食品种

向好发展。 （司三旺 赵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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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杏子黄 。 眼

下，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南

宋镇东掌村广丰农业开发公

司种植的金太阳杏陆续成

熟， 迎来采摘季， 香气四溢

的新鲜杏子吸引了不少游客

来采摘。

近日， 在该公司的杏园

内看到， 一颗颗黄澄澄的杏

果挂满枝头 ， 个个圆润饱

满、 色泽鲜艳， 让人垂涎欲

滴， 游客穿梭于果园内体验

采摘的乐趣， 脸上洋溢着开

心的笑容。

近年来， 东掌村始终把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经济作为

实现群众增收致富的有效途

径之一，流转土地 500 余亩，

因地制宜发展有机小米、花

卉苗木、果林、养殖等产业，

形成了山上养殖、 山下种植

的现代生态旅游农业发展模

式， 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富农

效果。 赵彦杰 摄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

瓜果飘香迎丰收 满园“丰”景采摘忙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

高标准农田里的好“丰”景

眼下，正是小麦收割的黄金时

节，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大辛庄

街道陈村的高标准农田里，机械化

收割成为小麦颗粒归仓的“主力

军”，为农业生产按下“快进键”。

麦浪滚滚，机声隆隆。 在陈村

的高标准农田里，目之所及遍地金

黄，颗粒饱满的株株麦穗闪烁着成

熟的喜悦 。 金浪翻滚的麦田里 ，4

台收割机正在同步作业，到处机声

隆隆， 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

农机手们紧抓有利时机马不停蹄

抢收抢打，确保颗粒归仓。

“现在正是夏收小麦季节，我

们这里是连片耕种 ， 连片机械收

割。 最多两三天时间能顺利完成，

既节省了人工开支，又能保证收割

的质量。 ”收割机操作手郭三虎说。

一簇簇麦穗被卷入机箱，脱粒

装车，一节节麦秆回收工作也在同

步进行。 为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率，陈村还调配了一台打

捆机，对小麦残留秸秆进行回收利

用，真正让秸秆“秸”尽所能，将“生

态包袱”变为“绿色财富”。

“近年来 ，陈村在进行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当地

土地特性，进行了两年三季的农作

物种植规划。 第一季种植了玉米和

大豆，收获玉米 480 余吨 ，大豆 18

吨，共盈利 80 余万元。 第二季我们

种植了小麦，目前正在收割中。 下

一步， 我们准备种植高品质谷子，

通过多元化种植 ，激活土壤 ，实现

村集体增收致富。 ”陈村党支部书

记陈军明表示。

（吴冰冰 梁志滢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