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山阴县:

南美白对虾实现规模养殖

今年以来， 在山西省山阴县薛圐圙乡罗庄

村的盐碱地上，一场绿色变革正悄然上演。“洋

气”的南美白对虾漂洋过海“游”进了这片曾经

荒芜的土地，不仅为这里带来了勃勃生机，铸就

了产业发展的新奇迹，更以其独特的经济价值，

成为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崛起、 助力群众增收致

富的新引擎。

走进山阴县薛圐圙乡罗庄村南美白对虾养

殖基地里，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生态养

殖恒温棚。 依靠天然的桑干河水和独特的盐碱

地，这里为南美白对虾创造了优沃的生长环境。

通过科学调控水质、 精准投喂饲料以及利用生

物技术改良养殖环境， 科研人员和养殖户克服

了盐碱地养殖的种种难题， 实现了对虾的高产

优质。

赵栋是朔州三生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告诉记者，5 月下旬， 他们在福建订购了南美

白对虾苗，6 月初， 选择了健康有活力无病毒的

苗种空运回虾场，进行淡化、标粗。 虾体达到三

厘米后进行分塘，分塘合理以后，再把控养殖密

度、温度、盐度等，同时做到日常巡塘，密切观察

虾的摄食情况，认真做好养殖记录，以便及时调

整饲喂量。

好水出好虾， 好虾出黄金。 这些小虾的到

来，不仅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更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

赵栋介绍道 ，2023 年他们养了二百万尾南

美白对虾， 年产值 300 多万元， 经济效益好，主

要销往朔州、大同地区。 2024 年在二百万尾虾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鲈鱼养殖，目前养了两万尾，

现在基地养殖面积有三百二十亩。 下一步准备

养殖鳜鱼，将基地规模扩大到 460 亩。

为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山阴县薛圐圙乡因

乡制宜，积极探索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不断优

化产业布局，引进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模式，借

鉴“南虾北养”的成功经验，将辖区内有资源优

势的盐碱地进行推广， 推动南美白对虾养殖产

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一

市场优势， 薛圐圙乡致力将渔业养殖产业打造

成地方特色品牌， 依托南美白对虾养殖产业优

势，进一步拓展产业链条和市场空间，推动全乡

产业多元化、规模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高培富 赵宏伟 杨澜 李宏宇）

山西农业大学

赴晋中市太谷区开展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为进一步助力山西省太谷区农业现代化先

行县建设，加强农业与科技的融合，落实科技支

农、服务农业，充分发挥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

作用，7 月 6 日， 山西农业大学赴晋中市太谷区

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队来到北洸乡交流学

习， 通过开展座谈会和政府调研进行科技支农

实践活动。

在座谈会上，北洸乡党委副书记李小平首先

对全体实践队员的到来表示欢迎。 通过李小平

的介绍， 实践队员了解到北洸乡近年来坚持走

好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之路，并大力实施“一核两

带三区”战略，即“一核驱动”，“两带支撑”，“三

区并进”，以此着力打造全省最大林果种苗繁育

区、 晋商民俗文化旅游区、 医药食品养生示范

区，努力形成全乡三大片区竞相发展的局面。

随后学院党委副书记杜海燕为实践队员进

行科普， 让大家了解到北洸作为国家农高区的

核心区、 晋商大院三多堂、 省专单位 171 处、果

树所所在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现代农业尤其

是林果业发展础较好，特别是随着农谷路、旅游

路的建设，让北洸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重要的历

史发展机遇期。 同时她也鼓励同学们珍惜当下

的青春时光，要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树立强国兴

农之志，才能把握住新时代的发展机遇，书写属

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座谈会后，实践队员通过调查、走访、参观等

形式深入农村， 挖掘北洸乡生态观光旅游的发展

故事，了解到在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北洸乡依托

绿色生态资源，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现代农业为

特色，用生态庄园布点连线，全力推进乡村旅游富

民工程，建立了北洸乡旅游度假区。 实践队员纷纷

表示北洸乡人民在从资源大乡向产业强乡迈进

中，走出了一条绿色创富、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

小康的生态幸福北洸之路， 这激励着他们充分将

自身所学融入实践，促进科技与农业的深度融合，

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多机遇。 （王新鸽）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有力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

今年以来，山西省灵石县以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

以产业发展、和美乡村、治理有效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对“千万工

程”经验的不断探索和运用下，灵石县一个又一个村庄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实现了“千万

工程”下的乡村蝶变。 位于灵石县静升镇的苏溪村就是其中之一。

苏溪村，西距灵石县城 7 公里，东距静升镇 5 公里，面积 4.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500

余人。 今年以来，苏溪村积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以乡村振兴为目标，上下联

动、精准发力、因地制宜，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多方联动，绘就和美

乡村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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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苏溪村

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赋能美丽乡村蝶变

塑生态之“形”

擦亮民生“底色”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满足

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重要实践路径，直接关乎农村居民

的根本福祉与身体健康。 灵石县苏

溪村多点发力，积极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不断擦亮民生“底色”。

走进苏溪村，映入眼帘的是宽

敞干净的柏油路 、 生机盎然的绿

植、错落有致的房屋以及有序摆放

的车辆，到处干净整洁，一派崭新

的气象。 用废旧轮胎装饰的绿植更

是给这个村庄增添了一抹不一样

的景色。

美丽乡村，美在颜值，更美在

气质。作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的精品示范村之一，苏溪村聚焦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借势“五域综

合治理”“垃圾不落地” 等专项行

动，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对整村生活垃圾实行上门收集、建

筑垃圾电话预约由承包人员统一

收集并运往村级规划处置点；同

时，结合“花园乡镇”创建，在重点

路段摆放花箱、种植绿篱、月季花

补植绿化，新增绿化 1470 平方米，

种植花冠苗木 300 株，分别将废弃

树木和废旧轮胎扎成篱笆和景观，

既变废为宝，又用创意打造了苏溪

式“花园乡村”，真正做到了让乡村

靓上加“亮 ” ， 村民的幸福感大

大提升。

“虽然我们生活在农村，但到

处都是干干净净的，绿化也这么漂

亮、这么多，一点不比城里差，闲暇

之余还能和左邻右舍一起聊天打

牌，生活那叫一个惬意。 ”苏溪村村

民赵双柱说。

锻产业之“骨”

鼓村民“钱袋子”

产业振兴是推进“千万工程”

的重中之重 ， 也是农民增收的关

键。 苏溪村地理位置优越，既紧邻

王家大院， 又离县城位置较近，还

拥有资寿寺文化资源，因此 ，如何

能将其自身的资源特色和地域禀

赋得以充分利用，让更多的村民增

收致富 ？ 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划产

业？ 这成为了苏溪村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持续性开展的关键问题，以及

灵活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避不开

的课题。

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帮扶下，苏

溪村充分发挥资寿寺文化资源优

势和毗邻王家大院的区位优势，发

挥“文旅 +”餐饮 、民宿 、康养新业

态，让苏溪村村民端住“旅游”这碗

饭。 与此同时，还积极打造“百姓餐

园”夜市项目，进一步丰富了苏溪

村的业态。

今年 4 月份，苏溪村更是在集

体闲置的土地内划分一亩两分地

实施了“家有一分田、分块化领养”

项目， 通过共享出租的经营模式，

开启农旅结合新模式，进一步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

苏溪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耿振芳说：“产业是乡村振兴

的基础，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

通过发展多种产业，不断夯实振兴

根基，拓宽致富路子 ，让更多的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实现挣

钱、顾家‘两不误’。 ”

建制度之“魂”

培植精神“土壤”

“千万工程 ”注重农村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今年以来，

为更加深入学习践行“千万工程”

经验，苏溪村积极探索 ，通过转变

工作作风、 实行群众事群众议、制

定新的村规民约等多种手段，不断

提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在学习践行“千万工程 ”经验

这一过程中，苏溪村特别重视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 ，持续推行村“两

委”干部“坐班制”“每日碰头制”和

“10 分钟便民代办圈”，将群众“闲

时间”变成干部的“工作点”，把“善

在田间地头问情于民”作为干部的

座右铭，努力将基层治理的“最后

一公里”变为服务群众的“最美零

距离”。

与此同时，苏溪村实行群众事

群众议， 通过搭建民主协商平台，

引导村民作为参与主体，有序开展

民主协商议事，形成“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 的基层协商经验，把

办公室的会议搬到户外、搬到农户

家中，引导群众共同商议 ，打造苏

溪“槐树下议事”品牌，持续巩固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成果，让苏溪村

的基层民主协商更加深入持续。

此外，在原有村规民约的基础

上，苏溪村采纳村民的意见 ，将乱

停乱放、违法乱建、破坏基础设施、

乱扔垃圾等全部纳入村规民约，逐

条完善制定，并结合年底的集体经

济组织分红、乡风文明超市 、群众

救助网络、日间照料中心等服务机

制，该奖的奖、该罚的罚，真正将村

规民约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基层治

理水平。

现如今的苏溪村，面貌日新月

异，百姓安居乐业，村强、民富、景

美、 人和的乡村振兴样板正在崛

起。 耿振芳说：“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聚焦‘民之所盼’，积极创新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 ” （张永祥 郭苗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