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全省粮食总产 293.7 亿斤，超额完成国家任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

山西：书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粮丰业旺底气足

2024 年，山西省扎实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克服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

低迷影响， 稳住了稳粮保供的基本盘，

粮食总产量 293.7 亿斤，单产 621.3 斤 /

亩，超额完成国家任务。

“我们的田块是‘亩产吨半粮’示范

田， 连续 4 年冬小麦亩产超 800 公斤，

2024 年小麦玉米周年产量达到 1840.33

公斤 / 亩， 用的是‘耕播优化水肥精量

绿色高产’技术。 ”刘峰对于这几年的种

粮经历很是骄傲，他表示，粮食丰收得

益于国家的政策好、 专家的技术好、公

司的管理好。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

“五良” 融合奠定了山西省粮食丰收的

基础。 2024 年，山西省实施粮食单产提

升行动，建设整县整建制单产提升县 20

个， 支持粮油规模种植主体 1234 个，项

目区单产平均增加 10%以上。 组织 1.4

万余名农技人员推广合理密植、节水灌

溉、 水肥一体化等集成配套高产技术，

推广膜侧播种、“一免五增”等有机旱作

技术 5000 余万亩次。及时足额兑现惠农

补贴资金，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有效

应对干热风、 干旱和冰雹等自然灾害。

寿阳旱地玉米超深松一次分层施肥增

产技术模式入选全国五大肥水增产增

效集成创新技术模式。 全省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突破 63%， 为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 ， 山西省新 建 改 造 高 标 准 农 田

142.5 万亩，新增恢复水浇地 51.1 万亩。

产业旺则乡村兴。 2024 年，山西省

通过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等， 促进一二三产协同、 农文旅融

合、 产加销贯通 。 全省新增 6 家国家

级、133 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新增雁

门肉羊优势产业集群 ，新绛县、曲沃县

2 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和 5 个农业产业

强镇，“特”“优”农业的区域化、规模化

效应日趋显现。

2024 年 1 月至 11 月 ，全省县级以

上农业龙头企业营业收入 2382 亿元 ，

同比增长 13 .8% 。 做强做大沁州黄小

米、 隰县玉露香梨等区域公用品牌，新

增 27 个“有机旱作·晋品”，支持 12 个

县打造特优农业品牌强县。 在广州、成

都等地举办特优农产品推介会，品牌影

响力持续扩大。隰县果农张利州在成都

推介会上说：“我的自豪 ， 来自生我养

我的隰县有着 2500 年的种梨历史和梨

文化的传承 ， 隰县玉露香梨是梨中的

‘爱马仕’。 我的自豪，还因为我们有着

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流程，让这颗

稀有好梨大放光彩。 ”

和美乡村气质佳

“过去我们唐家会村只有一条街，

破旧老屋百十间， 烧炭取暖烟漫天，污

水倾倒满大街。 现在，我们村焕然一新

了，有农家乐民俗小院、鲜食采摘园、设

施农业示范园，还有占地 31.8 亩的大型

亲子游乐园，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离我们

村很近，周边来我们村游玩的人真不少

呢。 ”1 月 9 日，河曲县西口镇唐家会村

党支部书记张永贵说起村子成为忻州

市“精品示范村”的事儿激动不已。

村子变美了， 乡亲们住得舒心，城

里人也有了“诗和远方”。 多年来，山西

省坚持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

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的重要着力点，以

“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全面整治”为抓

手，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大资金统筹

力度、持续推进环境整治 、广泛开展培

训宣传，按照精品示范村、提档升级村、

环境整治村分类推进建设。

2024 年，山西省出台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

意见，召开现场推进会 ，统筹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省级统筹 25

亿元资金用于乡村建设，对工作成效明

显的市、县给予奖补。 截至目前，360 个

精品示范村、2680 个提档升级村和覆盖

全省的环境整治村建设任务已完成，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 脱贫

地区也涌现出一批“苹果村”“木耳村”

“写生村”“古建村”等特色村，带动了周

边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成为远近闻名

的“网红打卡村”。

2024 年全省新增 1520 个行政村完

成生活污水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率达到 30.7%；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 75%以上； 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村比例超过 96%，

一批群众可及可感的实事扎实落实。

乡村，不仅要宜居，也要和美。山西省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大力弘

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举办村党

组织书记培训班，提升基层干部乡村建设

能力。 举办村跑、村 BA、广场舞等文体活

动，展现农民新风貌。 持续开展高额彩礼

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广积分制等务实

管用措施， 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月活

动，让文明乡风浸润和美乡村。

1 月 7 日 ，中央社会工作部 、农业

农村部联合推介 46 个 2024 年度党建引

领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 临汾市洪洞县

“‘联手说事’ 探新路基层治理见实效”

案例入选。 在大地流彩·2024 全国和美

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中，来自运城

市盐湖区的山西省农民代表队在全国

“舞”林高手云集的舞台上，以全场最高

分，获得“舞出时代风”组一等奖。

农民增收幸福多

2024 年，山西省不断拓宽增收渠道，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围绕增加经营

净收入，新发展设施农业 16.5 万亩。围绕

增加工资性收入，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吸

纳劳动力就业， 培育高素质农民 5.1 万

人，安排以工代赈资金 2.9 亿多元。 围绕

增加财产净收入， 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

流转，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围绕增加

转移净收入， 加大强农惠农政策支持力

度，发放粮食生产各类补贴 46.7 亿元，实

施教育帮扶“雨露计划”。 出台《关于支持

低收入县农民较快增收的实施方案》，提

出 10 条针对性措施。 2024 年前三季度，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159 元，

实际增长 6.4%。

1 月 8 日，在朔州市应县东盛农业

设施有限公司的温室蔬菜大棚基地里，

下社镇丰寨村种植户李世怀忙个不停，

他说：“现在的日子可好着哩，我有六亩

多的日光温室大棚。 2 月中旬到 7 月底

种黄瓜。 8 月初开始种二茬西红柿，采摘

三个月 ，然后种一批越冬叶菜 ，能卖到

正月底。 没有灾害的情况下，一年整体

收益 30 万元左右。 ”

改革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不竭

动力。 山西省不断深化承包地“三权分

置 ”改革 ，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 30 年试点、规范发展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壮大提质行动，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积极探

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

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 2024 年安排资金支持 760 个行政

村发展集体经济，全省集体经济收入 30

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占比 50%以上。

2024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五年

过渡期的第四年，山西省脱贫攻坚成果

进一步巩固，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 扎实落实支持脱贫人口增

收 30 条举措，实施产业帮扶带动工程和

务工就业托举工程，全省脱贫劳动力务

工就业规模超过 100 万人。“吕梁山护

工”“榆社古建工匠”“天镇保姆”等特色

劳务品牌发挥引领作用，促进了脱贫劳

动力务工就业。 吕梁市中阳县暖泉镇刘

家坪村妇女任桂英说：“我以前到处打

零工 ，有一下没一下的，一年也就能挣

一两万元。 现在我们夫妻俩租了山西心

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31 个木耳大棚，

在家门口就挣了钱，一个棚一年大概纯

收入 2 万元。 ”

新的一年开启，号角已经吹响，征程

就在脚下。 我们一定要以更大的决心、更

有力的举措，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

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奋力开创乡村

全面振兴新局面。 （据《山西日报》）

沁州黄小米。 资料图片

隰县玉露香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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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暖阳普照，麦苗青青，时令虽已过小寒，但在晋南大地的临汾市翼城县，寒意并不明显。 1 月 6 日，翼城县唐兴镇东

关村山西瑞德丰种业有限公司的麦田，迎来了进行越冬期苗情考察的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们看长势、问技

术、判墒情，“整体看，苗情非常不错，一二类苗的占比在 80%以上。”“前几天，我们公司的所有麦田都进行了一次冬浇。”

该公司总经理、种粮大户刘峰和专家们交流着麦田的情况。 看到麦苗长势良好，大家都特别欣慰。

2024 年，山西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深入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紧紧围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

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全力做好各项工作，全省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

好，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明显成效。 2024 年前三季度，全省畜产品、蔬菜、水果产量分别增长 4.9%、4.1%和 2.3%，市场供应

充裕；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159 元，实际增长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