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2 日，左权县寒王乡
湖羊养殖基地饲养员正将为羊
群精心搭配的饲料铲入食槽。

近年来，湖羊养殖基地立
足传统养殖优势，在保种 、育
肥、销售等方面精准发力，进一
步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完善养
殖配套设施，以羊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持续增加
农民收入。

本报记者 程 婧 摄

本 报 讯
（记者张琦）天
气正晴，田垄间
小型挖机来回
穿梭，轻轻刨开
泥土，一根根品
质优良的长山
药便被采挖出
土 ，飘 散 出 阵
阵清香。11 月
正值长山药收
获季节，近日，
在平遥县岳壁
乡 ，农 户 抢 抓
时 机 ，采 挖 长
山药并整理储
运 ，呈 现 出 一
派丰收景象。

长 山 药 种
植是岳壁乡的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得 天 独 厚
的自然条件使
得岳壁乡产出
的长山药口感
好、香味浓，深
受 市 场 欢 迎 。
今年长山药收
获 季 节 ，吸 引
了众多客商前
来预定收购。

“尽管长山
药品质不同，但
都能卖到 6元以
上，品质好的还
可 以 卖 到 十 几

元。我们的长山药主要销往太原、
榆次以及周边地区，部分也销售至
北京。除了线下，我们还在抖音等
平台进行售卖，很受消费者欢迎。
目前，订单已经有上千斤了。”岳壁
乡长山药小镇销售负责人陈保栋告
诉记者。

近年来，岳壁乡改善产业结
构，加快产业升级，积极整合资源，
流转土地打造长山药小镇，以岳北
村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村庄抱团
发展，集体经济持续壮大，产业化
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提
升。与此同时，岳壁乡还大力发展
长山药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延伸产
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以产
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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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工作
开展以来，太谷区与共建单位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
院）协同联动，创新推出“三位一体、四维推进、五元
共享”太谷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共建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围绕蔬菜、生猪两大产业技术需求，双方联合组
建专项课题攻关小组。蔬菜产业方面，重点攻关设
施蔬菜宜机化设施与环境调控、果菜轻简化种植等
7项技术，通过“设施—农机—农艺”有效融合，用工
量减少20%、水肥药投入减少15%，破解了现有日光
温室结构限制难题，综合机械化率由 33.5%提高到
72.1%。生猪产业方面，重点攻关生猪精准选育系统
的推广应用等 5项技术，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李步
高教授团队选育的“晋汾白猪”标准荣膺山西省畜牧
领域首个国家行业标准。

通过共建，两年内累计新建各类试验示范基地
29个，培育壮大了亚洲单体面积最大的番茄小镇智
能温室、北方极具特色的有机旱作农业典范中信旱
垣温室产业园、全省最大的果蔬育苗基地巨鑫现代
农业园、华北地区最大的林果苗木繁育基地以及东
辉先正达农业科技园等一批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
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生猪产业体系首席专家李
步高教授，山西农业大学原园艺学院院长、省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蔬菜体系岗位专家侯雷平教授等
64名专家驻点帮扶。以范村、任村两个万亩设施蔬
菜示范基地为引领，通过品种引进、链条延伸、设施
配套等，带动全区设施蔬菜种植规模达 4 万亩以
上。以金铭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为依托，承接山西农
业大学（省农科院）主持培育的国审新品种“晋汾白
猪”国家级成果转化落地，在杂交繁育、母猪批次化
生产、疫病防控方面先行先试，带动全区生猪年出栏
超过50万头。

通过共建共享，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建设京东智
慧农场等应用场景，通过建立物联网、AI、遥感、智
能化管控系统等，搭建从种子到筷子的全程可视化
溯源体系，实现农产品从优地优品到优质优价的全
过程管理。同时，合作共建3500亩有机旱作示范基
地，开展有机旱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工作，
累计推广小麦、谷子、玉米、高粱等新品种 20余个，
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新技术10余项。

晋中国家农高区科技型企业、山西农业大学（省
农科院）专家团队、太谷区经营主体有效对接。两年
间，新培育引进广誉远国药、神农科技集团、海玉食
品、东辉现代农业等116家农业新企业，累计为涉农

主体争取补助资金 2.6亿元。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增至 677家，成功创建包括
青龙寨生态旅游、荣福红枣精杂粮、美园农林等3个国家级，鑫鑫红枣、大白大地
等 21个省级在内的示范社 119家，有利带动全区土地托管面积 30万亩次，累计
吸纳科研专家673名、专利技术801项。

山西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城乡建设学院组织专家团队，进村入户、深入
一线，指导太谷区在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方面推广应用“城市生活垃圾和污
泥的腐殖化处理及其农业资源化利用”“微生态滤床”等技术。利用财政部美丽
乡村建设资金1亿元，撬动社会投资2.7亿元，重点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
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村环境整治等行动，打造出20公里农业科技示范廊带
和 40公里农业产业示范廊带，串联沿线 22个景点，建成 18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32个美丽乡村示范村，2022年太谷区获批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在先行县共建过程中，太谷区组建了100余人的蔬菜、生猪全产业链科技服务
团队，广泛开展应用技术观摩、研讨、推广、实践、培训等工作。依托农高区农民培
训中心，累计培训农业人才10万余人次，培育乡土科技人才、农技人才等千余人。
鼓励山西农业大学学生优先到太谷区企业实习就业，依托“山西大学生互联网+农
业创业园”和“山西农业大学大学生创业园”两个省级众创空间，建立“双创”服务
中心，累计入驻、孵化大学生创业团队84个，为先行县建设储备各类人才100余
人。农业科技人员两年累计获得各类奖项30余项。其中，家庭农场主郝子平获得
全国百优保供先锋，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优秀毕业生黄超、黄河制药厂董事
长杨履世获得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荣誉称号。 （孙泰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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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应急管理部官网）

儿童职业体验小院、户外露营
地、漫画墙绘……在榆次区修文镇西
郝村，这个紧临潇河湿地公园和莲花
湾体育公园的村庄，景色宜人，设施
完善，院落整洁雅致。

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西郝
村以“亲子”主题 IP植入的方式，塑造
了全市首个亲子主题新农村样板。
每到节假日或周末，众多家庭慕名前
来游览、休闲放松。

今年以来，西郝村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深入剖析乡村发展潜
力，明确了以“亲子研学、儿童户外
职业体验”为主导的产村融合发展
方向。全村上下齐心协力、真抓实
干，克服资金难题，最终实现了华丽
蜕变。

扬优势定方向 ——

明确产村融合发展路径

西郝村依傍潇河，紧邻湿地公园、
莲花湾体育公园、海盗传奇水世界等
景区景点，借着近郊游和亲子游的热
潮，由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牵头成立了
唷农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托自身

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产业特色，通过引
入主题 IP，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升级
改造，将目标锁定在极具消费潜力的
3至12 岁亲子客群上，把过往的游客
流量转化为实际消费动力，全力打造
集红色教育、有机农业种植体验于一
体的家庭亲子农场、户外亲子露营基
地，着重培养儿童对农耕、园艺和历史
的认知，促进文化、教育与旅游的有机
融合，吸引众多家庭前来体验，使传统
农业村成功转型为“晋中首家亲子户
外体验村”。

强基建优环境 ——

夯实产村融合发展基础

旅游要发展，软件硬件要突出。
西郝村立足该村集体经济现状，

通过“集体投一点、群众筹一点、企业
捐一点、部门帮一点”的方式，整合资
源，统筹人力、物力、财力推进村内基
础设施建设。

以“五网”入地美化村庄，实现整
村亮化提升，在增强村民幸福感的同
时，吸引工商资本投资兴村；借助“清
化收”契机，收回资金 200余万元，并

另外筹资200万元用于供水、供热、强
电、弱电、污水等系统的改造；引入
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三大运营商竞
争投资弱电改造项目；多次与供热、
供电、通信等运营部门沟通协商，免
费改造主街供热管网，并对“蜘蛛
网”式架空线进行整治；争取街巷硬
化项目，同步推进花墙新建、违建拆
除、街巷取直工作，实现地下地上同
步完善；深化校村合作，邀请山西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团队打造写生基
地，并免费绘制墙绘，达成互利共赢
的良好局面。

增收益蓄活水 ——

提升产村融合发展实效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西郝村
始终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精准对
接村民及驻村企业需求，通过召开 3
次座谈会，阐释发展规划与服务内
容，消除各方疑虑，积极鼓励在外乡
贤、大学生和退伍军人返乡创业。

农业产业提档升级打响“西郝蜜
薯”品牌。西郝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农

业发展公司，集中流转 55.5 亩土地，
实行集体托管发展集群产业，其中36
亩用于有机红薯种植，19.5 亩用于
棉被拱棚建设，采用“公司+农户”
模式经营共享农庄、休闲采摘、红薯
种植加工等项目，加强校地合作，邀
请专家指导授课，培育该村农业人
才，创新村干部代言以及产品进社
区、进学校的销售模式，以小蜜薯撬
动大产业。

门窗加工业扩规提质，引入龙头
企业金尚装饰，有序引导村内现有13
家规模不一的门窗加工企业改造升
级，变家庭式作坊为标准化工厂，在
建材行业下行压力下表现优异，年营
业额突破 2000万元，带动村内 100余
人就业。

三产服务业依托周边景区景点，
挖掘潜力、发展壮大，全村已有 30余
户从事相关配套服务，人均年收入达
3.2万元。亲子户外体验村的建设还
将带动50余户村民投身职业体验、农
家乐、民宿等服务行业。

下一步，西郝村将继续脚踏实
地、奋勇争先，全力塑造“潇乡风蕴、
幸福西郝”的崭新名片。

向美嬗变，产村融合带来新面貌
—— 榆次区修文镇西郝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报记者 李 聪

本报讯 （记者范卓）为切实加强
冬季安全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依据市安委办于 11月 18
日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市冬季安全

“敲门行动”的通知》要求，我市从即
日起至明年 3 月底，在全市范围内部
署开展“敲门行动”。

冬季安全“敲门行动”分动员部

署、入户入企、总结评估三个阶段，
主 要 针 对 冬 季 气 温 降 低 、雨 雪 冰
冻、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多发，居
民取暖引发煤气中毒、电气火灾风
险增加，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上升等情况，在农村、社区、居
民户、“九小场所”、道路交通等重
点领域，开展防煤气中毒事故、防

燃气爆炸事故、防小火亡人事故、
防有限空间中毒事故、防建筑施工
事故、防机械伤害（含特种设备）事
故、防冰雪道路交通事故、防森林火
灾等“八防”行动。

行动中，各相关部门将深入农村、
社区、学校、养老院、企业和“九小场
所”等重点区域，协助居民和经营者

排查风险隐患，及时摸清风险底数，
制定整改策略，并监督落实整改措
施，做好风险排查整治和安全保障工
作，守牢安全底线。同时，我市还将
采用警示教育、入户宣传等多种方
式，深入推进安全警示教育宣传活
动，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将事故隐
患消除于初始阶段。

我市全面开展冬季安全“敲门行动”

做大“羊产业”

做活“羊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