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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特刊·榆社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确保乡村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榆社县找准突破口，因村

制宜、分类指导，多模式、多渠道、多层次壮大村集体经济，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精准助力乡村振兴。

政策资金“输血”，发展“固定收入型”经济

发展示范项目。榆社县利用上级扶持壮大集体经济资金入股农业
龙头企业、发展潜力强的种养业企业，购买的集体资产等项目中，示范

项目带动全县 140个村增收，每村年均获利 1万余元。发展光伏产
业项目。榆社县大力发展新能源光伏产业，作为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基础保障。投资建设2座5MW联
村光伏电站、4个村级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10MW，年发电收

益 1170万元，收益实现 151个贫困村全覆盖。发展易地搬
迁后续产业项目。榆社县利用市、县扶持68个深度贫困村
后续产业资金，投资发展牧乐嘉、天生农牧、雄塑管道、宏
森服饰等 6个县域企业，年收益分红 460万元，保障 68
个贫困村集体实现稳定收入。

项目扶持“活血”，发展“入股分红型”经济

资金入股合作社，村社合一。采取“县统

筹整合扶贫资金扶持推进，榆社县组织农林牧专业合作社实施、村集体和贫困群众入社入股分红”的运
作模式，扶持成立的种植业、养殖业、生态护林合作社 652 个，投入扶贫资金 2.8 亿元，形成“合作社+村集
体+贫困户”的产业发展平台和组织体系。每一个合作社享受政策扶持补贴后，每年拿出补贴资金的
10%，给合作社带动的贫困户分红收益，剩余享受的扶持资金以村集体入股的方式折股量化，每年获得
合作社的分红收益，实现每个村均有稳定可持续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资金入股企业，村企联建。通
过引回乡能人以打造特色扶贫产业为宗旨，榆社县创办百纳型材、锦祥花卉园艺、国锋农林牧有限公司
等小微企业 12 家，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活水源头”。各村以扶持资金、运用盘活的村
内闲置资金入股，采取“村集体+公司+能人+贫困户”运作模式，构建多方共赢合作机制。其中入股企
业的北马会村最高年获得集体经济收益近 20 万元，全面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村与村组成联
盟，村村抱团。榆社县大力发展经济林和设施蔬菜种植，酥梨产业、西红柿种植，河峪乡前庄村、北寨乡
南寨村等 23 个产业村进行联合，利用扶持资金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建设冷库和蔬菜交易市场，服务产业
获得收益后，进行入股分红，每个村年分红近万元。

优化营商环境，发展“资产资源型”经济

统筹谋划，包保项目抓成效。榆社县结合实际确立 7 方面重点领域和特色板块，高起点谋划，高标准
打造了一批具有集成效应的引领性项目、示范性项目。因地制宜，找准切口抓改革。榆社县以 68 个整村
搬迁村土地集中流转为突破口，推动产业扩规提质为主抓手，依托 5条示范廊带建设，引进省医药集团、天
生农牧、十四只绵羊等 7 个农业龙头企业为引领，打破乡村界线，集成布局规划，精心打造了青亿养殖“一
站七基地”、天生农牧中药材仓储加工、河南即可达鹌鹑蛋品包装等一批示范性、引领性、带动性项目，带
动使用流转土地近 2.85万亩。 （程煜媛）

发展三种经济 攻克村级集体经济“贫血症”

近年来，榆社县坚持以一流营商
环境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放管服效”

改革，全面启动“一枚印章管审批”，以
“三个一”的工作思路，强化组织领导，优化
办理流程，推动智慧服务，努力营造公平透

明的营商环境，充分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助力高质量转型发展全面提速。

树牢“一盘棋”思想 科学系统谋划

加强组织领导。榆社县成立了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制

定《榆社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领导
小组定期开展调研、定期研判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制定相关

举措。出台《榆社县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打造“六最”营商环
境的实施方案》《榆社县营商环境专项考核办法》等文件，为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全面规范划转。榆社县全面实施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按照“宜划必划”要求，对15个涉改部门的

行政许可事项和关联事项进行认真梳理、核实、综合评估，完成首批划
转事项197项，约占划转比例80.6%以上，同时与各涉改部门签署审管衔接

备忘录。根据涉改单位、垂管单位和便民服务单位的主要职能，科学设置窗
口，将进驻大厅窗口初步整合为4个综合审批区和1个便民服务区。通过梳理

办理依据、办事流程、办结时限和申请资料、组织相关股室业务学习等，各审批区已
全面掌握承接事项的办理流程，确保相关审批事项接得住、办得顺。

搭建“一张网”构架 强化智慧服务

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管”系统数据录入工作。榆社县积极推进“互联网+监管”系统
建设和信息采集工作，协同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21 个部门全力做好“互联网+监管”平

台监管事项目录清单等基础工作，编制、录入完成 968 项监管业务清单，推动监管工作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
编制“四位一体”标准化工作流程图。在编制标准化办事流程图的基础上，榆社县按照事项法理逻辑、结构环节、
法定程序梳理审批服务事项综合性“树状”工作流程，坚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编制职责明确、科学有序、
简便高效的“四位一体”标准化工作流程图。探索“一网全办好”服务模式。围绕“一网全办好”目标，全面推行

“五个一”集成服务，榆社县政务大厅“一窗受理”，实行“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把分散在
不同部门的事项按链条进行优化整合，将“一事一流程”整合为“多事一流程”。逐项编制工作规程和办事指南，
推行一次告知、一表申请。按照办好“一件事”理念，梳理出榆社县审批服务管理局首批“一表办”事项 4 项，“一
包办”事项 11 项，并予以公布。建立审管信息双向推送工作制度。通过共享晋中 10360 政务服务网将审批结果
信息同步推送监管职能部门，以方便监管职能部门进行事中事后监管。榆社县各监管职能部门使用共享晋中
10360 政务服务网市场监管平台，随机选择监管对象、随机选择监管人员，进行监管并公布监管结果，监管结果信
息推送给行政审批局。推动“好差评”制度落实。通过共享晋中 10360 政务服务平台及手机 APP 客服端、热线电
话、意见箱、意见簿、评价表等渠道，实行线上线下一体化、全方位评价，每季度由纪律负责人对“好差评”考核结
果进行一次通报，助力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谋划“一体化”布局 创优审批流程

科学梳理“四减”清单。榆社县坚持刀刃向内、自我加压，在审批领域做足“减法”，即减事项、减环节、减材
料、减时限，对高频常办的事项进行“减脂瘦身”，事项“审核合一”、多个事项取消“现场勘察”，审批时限平均压缩
50%、减材料 39 项、减环节 92 项、取消事项 9 项。优化再造审批流程。按照网上办事逻辑思维重新梳理再造流
程，该县根据“一枚印章管审批”模式进行办事程序环节优化整合，全面推行并联审批，严格执行“首问责任制”

“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积极推行“超时默认制”“缺席默认制”和“容缺受理制”，探索推进“多图联审”“多
评合一”，开辟重大投资项目绿色通道，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办结时限在法定时限的基础上平均压缩
50%。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榆社县坚持“相对集中、协同办理”原则，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对划转的事项和进驻
政务大厅窗口的事项，进行系统化整合、标准化集成，政务大厅各行政审批区通过业务综合培训，每位窗口工作
人员对本区域所有事项进行全面系统学习，部门之间达到协同化审批。每个行政审批区划分前、后台，设置 A、B
岗，每个岗位落实到人，制定岗位制度与职责，形成职责明晰、分工合作的工作格局。铺开“一业一证”改革。事
主只需在 1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系统录入后自动实行数据共享，一次性办结。原来 5个许可事项的 10多个环节
压缩为 4个环节、6份材料，办结时限由 7天压缩至 3天之内，审批效率提升近 70%。 （程煜媛）

持续优化营商“软环境”
打造高质量转型发展“硬实力”

近年来，为促进农业产
业发展，榆社县始终坚持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围绕发展现代
农业和推动乡村振兴进行全面部
署，为全县现代农业发展勾画出了一
幅宏伟蓝图。

“山西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按照
总书记的要求，榆社县立足“特”“优”二字，坚
持把创新驱动摆在转型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
置，聚焦“六新”突破，厚植转型优势，“北蔬菜、南
药材 、东高粱、西小米”四大特色产业集聚发展，郝
北鹌鹑、云竹奶绵羊、河峪生猪、西马肉牛四大优势基
地提质增效，为构建特色鲜明、绿色高效的现代农业产
业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设施蔬菜产业全面提升

芒种刚过，榆社县西马乡设施蔬菜大棚内的西红柿长势
喜人，株密茂盛，圆溜溜的西红柿挨在一起，等待着农户的采
摘。西马乡是榆社设施蔬菜的“第一大乡”，集约规模扩展，加大
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力度，创新营销模式，建成了西马、更修、东
马、东周、大寨等 16 个行政村设施蔬菜廊带，累计发展设施蔬菜
6600余亩，共带动贫困户致富增收520户，人均增收5000余元。

近年来，榆社县设施蔬菜产业效益全面提升。2020年榆社发展
设施蔬菜1000亩，全县设施蔬菜发展累计达1.6万亩；今年以来，全县
新建日光温室、全钢架温室、冬暖式塑料大棚 150亩，改造老旧日光温
室大棚 100亩，设施蔬菜年产量达到 9万吨。与此同时，榆社县抢抓山
西农谷建设机遇，加强与山西农大等农业科研院校合作，围绕设施蔬菜
新品种研发和新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了设施蔬菜发展的现代化水平。

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榆社县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一直有种植中药材的传统，近年
来，为满足该县医药企业的产业需求，榆社依托天生农牧公司，紧抓中药材
产业发展，创建中药材种植示范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
服务、统一销售，帮助农户走出传统中药材种植的困境。几年间，榆社县在中
药材产业体制机制创新、提质增效以及品牌创建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中药材
种植质量与产量逐年提高。

目前，榆社县中药材种植总量已经突破2万亩，品种涉及射干、板蓝根、柴
胡、知母、黄芩、桔梗、凤仙花等。为更好地提高中药材种植农户的年产量和收
益，加快市场建设步伐，提高销售管理水平，榆社县新建了中药材交易市场，同
时，积极延伸中药材产业链条，实现中药材烘干、切片、储藏全流程运行，以品质
提升推动中药材产业可持续发展。

特色养殖规模持续扩张

畜牧业在榆社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近年来，榆社县围绕“农业增
效、产业升级”的目标，大力发展鹌鹑、绵羊、生猪、肉牛等产业，推动畜牧业向标
准化、规模化、生态化融合发展。“十三五”以来，榆社特色养殖数量、质量、规模、
效益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跃升，牛羊舍饲圈养范围增大，生猪养殖扩规增量，
笨鸡产业提质增效，肉羊繁育成效显著，鹌鹑生产规模扩大。

现代化标准养殖场是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今年以来，榆社县制
定出台了金融扶持政策，支持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生态养殖，新建标准化
规模养殖场5个，以精养缓解生态压力，提升生产质效。除此之外，笨鸡产业链

条逐步完善成为全省独具特色的标志性产业，养驴产业大型园区化规模生产引领实现高端化生
产目标，万头生猪繁育基地全面落成并投入使用使现代化养猪效益全面显现。

与此同时，榆社县积极创新，坚持走出去、引进来，与科研院校对接，不拘一格开展科技培
训，切实提高农民的科技生产意识，让科学技术转化成推进产业发展升级的强劲动力。

有机旱作农业优势明显

有机旱作是榆社县重点发展的农业技术之一。近年来，榆社始终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以技术集成运用打造“吨粮田”，以土地条件改良夯实“转型路”，不断推进有机旱作
农业向纵深发展。如今，有机旱作农业已经成为榆社现代农业的重要品牌之一，重点凸显出
深松密植、秸秆还田两个“万亩示范区”和中药材、火麻、酥梨、玉米4个“千亩级示范片”，以

“两区四片”示范引领，走出了一条“优结构、强特色、高质量”的“特优”农业发展新路，擦亮
了榆社“特优”品牌。

2020年，榆社水山农林牧专业合作社在云簇镇南村发展有机旱作酿造高粱300亩。
合作社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每亩平均产量650公斤、每公斤2.3元计算，每亩产值1495
元，总产值达到 44.85万元。”同样收益的还有北寨乡。近年来，北寨乡抢抓有机旱作
农业发展的历史机遇，结合当地传统旱作技术，积极引进、推广有机旱作新技术，促
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粮食作物每亩增产15%-20%

品牌影响力快速提升

榆社是典型的农业县，自然条件优越，生态产品众多，“榆社笨鸡蛋”是国
家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河峪小米、然晶蜂蜜、田禾火麻油获得无公害、地理
标志及有机认证，榆社河峪酥梨、西红柿、小杂粮、阿胶等优质农产品深受
市场青睐。榆社县始终坚定不移走品牌农业的路子，支持企业申报“三品
一标”认证，扩大“山西功能农产品”范畴，加快农产品由“特色”向“特
优”迈进。

同时，榆社支持企业参加具有影响力的会展、推介等活动，助
力一批“特优”农产品走出榆社、走出山西，真正既优质又优价、
既拓市场又促增收。随着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榆社的“原生
态”产品“网店模式”悄然兴起，榆社生态产品的知名度在全
国范围内迅速攀升，产品远销京、津、沪等一线城市，市场
上优势明显。

与此同时，榆社积极顺应绿色有机、优质安全的
市场需求主流，以农产品品质提升为突破，走质量
兴农、效益兴农之路，榆社县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张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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