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 权 新 闻责任编辑：方 妍 李乾武 2024年12月4日 星期三 7

太行山间的左权县，犹如一块隐
匿于山水之间的璞玉，正于时代浪潮
中被精心雕琢，奏响一曲“特”“优”农
业发展的激昂乐章，乡村田野间处处
勾勒出产业兴旺、生活和美的动人画
卷，为乡村振兴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演绎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华丽转
身的精彩故事。

“国字号”羊产业
唱响现代牧歌

左权县山峦叠嶂、草木葱茏，黑山
羊恰似灵动珍宝，穿梭其间，怡然自
得。从“十四五”时期开始，该县围绕
传统羊产业，展开了一场大刀阔斧的
延链、补链、强链行动，恰似为羊产业
发展按下“快进键”，注入源源不断的
内生动力。

太行黑山羊保种育种基地，由左
权县新世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倾心承
建。踏入基地，5.07 万平方米的广袤
土地上，布局规整、设施完备，太行黑
山羊核心育种群在此扎根繁衍，三级
繁育体系如同精密的齿轮，紧密咬合、
高效运转，已被先后确认为“国家级
太行山羊保种场”“国家级核心育种
场”“山西省第一批省级核心育种场”，
荣誉加身，实至名归。

羊舍内，现存栏超 1.1 万只黑山
羊，配套的 21 栋羊舍宽敞明亮、通风
良好；兽医室里医疗设备齐全，专业
人员随时待命，为羊群健康保驾护
航；饲料库堆满精心调配的优质饲
料，青储池散发着青贮料的清香，为
羊群提供充足营养。依托“高校 +
企业 + 基地 + 农户”这一创新饲养
模式，校企紧密合作，科研力量赋能
产业实践。历经多年精心选育，10 代
种羊茁壮成长，24 个家系种羊品质卓
越、谱系纯正。

通过紧密且合理的利益联结机
制，“公司投资 + 农户承包 + 公司收
购、统一销售”模式落地生根。农户
无需担忧资金与销路，安心投身养殖，
每年为社会提供一级种公羊、母羊各

900 余只，如同为羊产业发展输送“新
鲜血液”。此举不仅带动周边 11 个村
庄集体经济增收 200 余万元，更让左
权、榆社、武乡等地百余养殖户尝到甜
头，年均增收 2 万余元，日子越过越红
火。2023 年，左权县安居苑社区巧借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资金，与基地“共
联共建”，开启太行山种羊养殖项目新
篇章，年收益达 12 万元，羊产业真正
成为搬迁群众致富路上的“喜羊羊”，
让生活满是甜蜜与希望。

庭院经济
盘活“闲置方寸”

庭院经济，这颗在乡村振兴战略
版图中熠熠生辉的“新星”，在左权县
成为致富妙方，将一家一户的“方寸
闲地”雕琢成“增收宝地”，演绎着小
空间大作为的传奇故事。

寒王乡下丰堠村的禾丰瑞种植
园，便是这传奇的生动写照。踏入这
片占地 100 亩的园子，仿佛置身现代
农业的“梦幻王国”，投资 550 万元的
成果尽显眼前。1 栋智能化日光温室
育苗棚宛如科技感十足的“育苗工
厂”，智能控温、自动灌溉、精准调光，
为幼苗提供最适宜的生长环境；3 栋
日光温室棚和 48 个春秋拱棚错落有
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这里，先进技术与设备齐聚一
堂，熊蜂授粉让西红柿自然受孕、果
实饱满，滴灌施肥、水肥一体精准供
给养分，空气能控温自动化设备四季
如春，移动式育苗床便捷高效。利用
不同大棚无缝衔接种植，春种秋收、
夏忙冬藏，西红柿等蔬菜不仅产量
高，品质更是上乘，年销售收入达
130 万元。村集体借此东风，每年增
收 5 万元，腰包渐鼓；同时还吸纳周
边 60 余人务工，农忙时节田间地头
满是忙碌身影，闲时亦有活干、有钱
赚，闲置地变身“聚宝盆”，为乡村振
兴添砖加瓦。

辽阳镇西瑶村平菇种植示范基
地也不甘示弱，在 60 亩土地上，湖北

华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斥资 540 余
万元，大展拳脚。改造村集体原有西
红柿大棚 64 栋，让旧棚换新颜；新建
年产 200 万菌棒制作车间机器轰鸣，
奏响产业发展“奋进曲”，300平方米
冷藏储存仓库保鲜有方，配套晾晒
场、育菌区、销售对接平台等设施一
应俱全，一条“菌棒制作 — 菌种繁
育 — 工厂化种植 — 仓储销售”的全
产业链条一气呵成、高效运转。年可
种植平菇菌棒 70 万棒，高品质平菇如
白色“云朵”堆满车间，年产量达
1400 吨，销售收入 540 万元佳绩斐
然。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带动本村
及周边村农户增收 110 余万元，如涟
漪般激活乡村经济“一池春水”，为低
效大棚转型、产业微型经济圈构建蹚
出新路，引得周边村镇纷纷效仿、取经。

“土特产”
闯出大市场

左权县深挖乡土宝藏，立足本
土、独具慧眼，将“土味”浓郁的特产
与现代市场需求紧密融合，让“土特
产”华丽转身，从田间地头昂首阔步
迈向大市场。

左权绵核桃，这颗拥有“国家地
理标志”殊荣的“金疙瘩”，承载着左
权数代人的记忆与乡愁。麻田顺康
公司作为全县核桃产业“链主”，肩负
使命、精耕细作，与浙江理工大学、山
西农业大学深度携手，以“核桃专
家”全新理念破题，于科研创新赛道
上奋力驰骋。深挖核桃营养价值与
市场喜好，研发适销对路产品，从传
统炒制到精细加工，从单一品类到多
元系列，核桃油、核桃植物调和油、核
桃休闲食品等 20 余种产品琳琅满
目，优化产品结构、升级销售模式，线
上线下齐发力，拓宽市场版图。

托管运营泽城村核桃产业示范
基地，智能化生产线大显身手，破壳
风选、分级取仁、红外色选，一道道工
序如同精密“体检”，提升产品附加
值，让核桃身价倍增。今年，该公司敞

开收购大门，收购核桃 4000 余吨，惠
及 4600 余农户，增收 3000 余万元，实
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全县核
桃产业链条愈发坚实、环环相扣，“龙
头企业 + 托管组织 + 核桃农户”三位
一体协同发力，互惠互利、共进共荣。

鱻淼酒庄于北纬 37 度“黄金带”
上熠熠生辉，这片土地汇聚“冰雪、湖
泊、阳光”，天赐良景，是酿造冰酒的

“风水宝地”。酒庄占地 3000 余亩，葡
萄园里葡萄藤蜿蜒攀爬，配套年产
210 吨冰葡萄酒生产线，在岁月沉淀
与技术打磨中，探索出“有机种植—
桂枝冰冻—寒夜采摘—低温压榨—低
温酿造”全链条有机冰酒酿造工艺流
程，匠心独运、品质卓绝，成为太行山
上第一家国际化、标准化、专业化冰酒
酿造酒庄。

“十四五”期间，该酒庄乘势而
上，实施“新五品”产业集群补助项
目，新建年产 20 吨葡萄蒸馏酒技术改
造项目、1400平方米地下酒窖古朴典
雅、农产品展示中心独具风情，产业集
群不断壮大，变身集种植、酿造、采摘、
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小镇。吸纳石
匣等周边村 80 余人长期稳定就业，其
中脱贫户 20 人，人均年增收 4 万余
元，钱包鼓了、笑容多了；同时为 2 万
余人（次）提供季节性岗位，农忙酿酒、
闲时观光，村民变身“上班族”，收入
多元又稳定。

今年，鱻淼酒庄更是荣誉加身，在
“发现中国·2024 CWS 中国葡萄酒发
展峰会”上，“太行山冰威代尔冰酒
2019 ”荣获年度大金奖；在布鲁塞尔
国际葡萄酒大奖赛（CMB）上，“太行
冰谷 2018”又斩获大金奖，声名远扬、
香飘海外。今年 5 月，鱻淼酒庄作为
晋中市代表参加“魅力山西 晋在眼
前 —— 山西特色产品走进外交部”
活动，携太行风情、左权特色，向全世
界展示风土之美、产品之优。今年 8
月，麻田顺康、鱻淼酒庄双双荣登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榜单，恰似两颗璀璨明
星，照亮左权“土特产”发展前路。

（皇甫慧卿）

“特”“优”领航 绘就乡村振兴“丰景图” 本报讯 近日，山西金典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最后一条生产线入厂安
装，标志着该企业核桃仁精深加工技
术改造提升项目进入最后阶段。项目
投产后将为左权县核桃产业发展注入
新的动能。

在山西金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加
工车间，工人师傅正在对最后一条生
产线进行安装调试。而前期安装完成
的生产线已经进入运行阶段。据山西
金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李兵
介绍，升级完成后，项目具备6条生产
线，其中头路剥壳生产线2条、除杂生
产线 3条、包装生产线 1条，核桃仁加
工能力上升到6000吨/年。

长期以来，加工规模小、能力弱
一直是制约左权核桃产业发展的瓶
颈。为改变这一现状，左权县委、县

政府着力在延伸产业链上求突破，引
进组建了山西金典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并实施核桃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
提升项目，引进国内先进的破壳生产
线、激光分选机、智能色选机等各类
生产设备 10 余台，推动核桃加工向
智能化、科技化转型，挖掘核桃产业内
在潜力。

左权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彪表示，将持续关注和支
持山西金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后
续发展，充分发挥其技术和产业优
势，完善左权核桃产业链条，提高
市场竞争力，带动更多老百姓增收
致富，让左权核桃产业不断焕发出
全新活力，真正成为助推左权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李浩）

年产6000吨核桃生产线即将投运

本报讯 今年以来，左权县辽
阳镇西瑶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在山西航空产业集团驻村帮扶下，
聚焦村貌提升和产业致富，焕发出崭
新活力，实现村美民富同频共振。

彩绘上墙，旧貌换新颜。西瑶
村聚焦人居环境改善，以临街墙体
美化破题。今年 5 月，驻村队员发
挥专长，一幅幅画卷在村中墙面徐
徐铺展。如今，21 面、超 1000 平方
米彩绘完工，包含农耕图景、海洋梦
幻、动物乐园等多元主题，曾经斑驳
的墙体变身艺术长廊。绘画现场，
驻村工作队员刘锐说：“村民欣赏就
是动力，愿为乡村振兴添彩。”这亮
丽彩绘，彰显村庄精气神，扮靓乡村

“面子”，更凝聚村民情感，筑牢乡村
振兴“里子”。

平菇兴业，撑起致富伞。60亩
平菇种植产业，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硕
果。经改造提效，“菌棒制作— 菌
种繁育—工厂化种植—仓储销售”
产业链完备，产品远销京沪广，甚
至走出国门。64 座大棚年产平菇
1400 吨，产值预计达 540 万元，撑
起乡村经济“一片天”。产业旺，村
民富，村集体年增收 11.5 万元，还
吸纳 107 名劳动力，固定、临时岗
位搭配、分工协作，使村民致富有
门路。

党建领航，筑牢“压舱石”。西
瑶村以“典型引领”探路，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 今年 8 月，暴雨突
袭，西瑶村种植基地受灾，数十座大
棚被淹，“三支队伍”闻“汛”而动，干
部群众齐上阵，抢险救灾、疏渠排
水、清理大棚，在泥水中筑起守护产
业“堤坝”，彰显干群团结、共克时艰
精神。 （新宇）

左权县辽阳镇西瑶村

绘乡村新景 撑增收巨伞

本报讯 12 月 1 日，山西左
权县在丽山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秸秆加工基地，机器轰鸣、一捆捆玉
米秸秆被有序地送进粉碎机，瞬间
被切成细碎的片段，再经过一系列
工序，最终成为优质的牲畜饲料。

该公司负责人王旭斌笑着
说：“我们把收购打捆好的玉米秸
秆，通过草粉加工设备制成草
粉。然后和玉米、豆粕等原料配
比加工成饲料，为黑山羊养殖户
提供饲料，估算年产量能够达到3
万吨，足以满足约 10万只黑山羊
养殖所需。”

近年来，“推动‘特’‘优’农业
发展”“探索秸秆利用新途径”，连
续被列入省市年度深化改革重点
任务。左权县认真贯彻落实上级
决策部署和任务要求，对标对表、
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地域特色鲜
明、产业效益突出的左权羊产业，
实现了羊产业发展与秸秆综合利
用的双向循环、优势互补。

左权县山大坡广、土地贫瘠，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十
四五”以来，按照“一切为了产业、

一切围绕产业、一切服务产业”的
发展思路，在畜牧养殖上，利用

“太行黑山羊国家级保种场”“左
权山羊国家地标”两个“国”字号
荣誉，整合黑山羊、大青山羊、左
权绵羊“三大品种”，采取“龙头企
业+养殖基地+养殖农户”的模
式，建设集保种、育肥、饲料、青
储、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羊产业
链，叫响“左权羊”金字品牌。

作为标准化养殖的关键环
节，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填补了

“左权羊”产业链饲料加工环节空
白，为品牌化提升提供了重要支
撑，同步延伸带动全县玉米、秸秆
以及其他农产品销售，促进农户
增收。同时，对于减少秸秆焚烧、
降低防火压力、改善生态环境、拉
动全产业链发展将起到重要作
用。桐峪镇西峧村养殖户杜建英
说：“我养了150只羊，一年下来能
养两茬，赚 8万元左右，以后想扩
大养殖规模。”

由于青储秸秆不易贮存，长
期大量喂养黄储秸秆又容易引起
酸中毒，影响羊群生长；同时，大

量秸秆长期堆积在田间地头，占
用宝贵土地资源，成为病虫害的
滋生地。面对这一困境，左权县
积极利用本地农作物资源优势，
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秸秆饲料生
产加工，探索秸秆综合利用新出
路，变“废秸秆”为“羊饲料”，促进
种养循环，实现农业产业可持续
发展。

左权县玉米秸秆全价颗粒
饲料加工项目位于桐峪镇西峧
村，项目生产原料主要为玉米秸
秆，通过系统数据科学配比，经
过全自动化高温高压轧制形成，
实现了玉米秸秆回收加工、就地
转化。

“我村积极响应绿色发展号
召，以秸秆回收利用为关键抓手，
通过先进的加工工艺，将回收来
的秸秆加工成全价颗粒饲料，不
仅有效解决了以往秸秆焚烧带来
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为全县发展
育肥黑山羊提供了有利条件。”桐
峪镇西峧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国和平这样说道。

（董飞）

左权县秸秆变废为宝有新招

“巍巍太行护家国，昭昭画笔绘
大义。”太行抗战动漫馆，坐落在太
行山脉中的左权县白家庄，馆藏了
自 1932 年至 1946 年期间，中国最
早的一批职业动漫人拿起手中的画
笔，为唤醒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
宣传抗日国防教育、挽救民族危亡
而创作的一系列动漫作品。

该馆以山河破碎、民族觉醒、星
星之火、细菌战争、全面抗战、日出
东 方 六 大 篇 章 ，生 动 展 览 展 出 了

《同胞速醒悟》《国货年》《航空救

国》《民族痛史》《蜜蜂国》等 20 余
部珍贵的影像展品、动画胶片、名
家手稿。并积极采用声光电技术与
互动体验设施，使得参观路线更具
沉浸式体验。

该馆可让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
的学子们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深刻理解手中画笔承载的时代使命与
家国情怀，是集专业知识培育与爱国
主义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展馆。

图为太行抗战动漫馆。
张文军 摄影报道

太行抗战动漫馆太行抗战动漫馆

本报讯 11月 29日，左权县寒
王乡禾丰瑞种植园温室大棚内一片
绿意，果蔬长势喜人。工人们忙碌
地采摘成熟的西红柿和豆角，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今年以
来，左权县寒王乡禾丰瑞种植园以
发展设施果蔬产业为目标，持续构
建果蔬育种、种植、加工及物流产业
链，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助推乡村
振兴的发展之路。

寒王乡禾丰瑞种植园成立于
2022年4月，位于下丰堠村，园区占
地 100 亩。目前，拥有日光温室大
棚3栋，春秋拱棚48个，智能化日光
温室育苗棚1栋。该园区可根据不
同季节种植不同品种的果蔬，实现

“全年不空棚，四季稳收成”，年产量
达到120余万斤，经济效益150余万

元，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
禾丰瑞种植园工作人员孙智宏

介绍，现在园区内种植的品种主要
是西红柿、豆角，其产品营养价值
高，口感好，市场前景好，主要销往
安徽、浙江、厦门等地。

设施蔬菜的畅销，推动了园区的
持续发展。从果蔬的育苗、种植、管
理到采收，园区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务
工机会，最多用工可达80余人。“我们
计划在明年新建冷链储存物流和西
红柿深加工车间，进一步完善种植
园的基础配套设施。同时，积极引
进新技术、新品种，扩大种植规模，
持续提高设施果蔬的产量和质量，
并且在园区内加入研学采摘观光元
素，让产业发展更加兴旺，为乡村振
兴赋能添劲。”禾丰瑞种植园负责人
孙丽丽这样说道。 （李浩）

左权县寒王乡禾丰瑞种植园

设施蔬菜蓬勃发展 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本报讯 11月 25日，
在左权县松树坪煤矿宿
舍小区，技术人员正在对
供水管道进行保温维护，
确保管道在低温环境下
不被冻裂，正常稳定运
行。入冬以来，左权县
辽润城乡供水有限公司
统筹安排，通过强化水
质监管、维护检修供水
设施、排查供水管网等一
系列措施，全力保障冬季
供水稳定，群众用水安全
无忧。

为确保冬季供水管
网安全，左权县辽润城乡
供水有限公司根据气候
特点与实际用水情况，制
订详尽方案，开展拉网式
摸排普查，安排24 小时值
班备勤，确保发生冻害、漏
水或爆管等情况能快速响
应处理。同时，持续加强
水质监测，对水源水、出
厂水、管网水及管网末梢
水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分
析检测，保证水质达标安
全。左权县辽润城乡供
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叶
勇表示：“我们优化应急

预案，做好物资储备、人员值班值守等各项应急准
备，全力以赴筑牢供水‘安全墙’，保障城市‘水脉’
在寒冬中安稳畅流。” （王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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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左权县城市精细化管
理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左权县
城区积极响应，聚焦乱搭乱建、乱拉
乱挂等“六乱”问题，下足“绣花”功
夫，扎实做细城市管理工作，提升环
境品质，增强居民幸福感。

在整治过程中，社区与县城乡建
设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紧密协作，对
各个小区楼道、地下室等区域展开全
方位清理，不放过一处死角。工作人
员一边清理，一边劝导居民摒弃乱扔
垃圾、违规搭建等不文明行为，引导
大家主动参与整治行动。

“门前三包”工作同样稳步推
进。在主次干道、商圈、医院、学校
周边广泛宣传，让商户、居民知晓自
身责任，提升维护环境整洁有序的
自觉性，共同守护家园。

城中村治理是此次攻坚行动的
重点、难点。社区工作人员细致检
查北街、南街等城中村的环卫设施
配备、卫生死角、河塘沟渠及公共区
域卫生状况，集中清理背街小巷、房
前屋后、沟边水渠、绿地树丛的积存
垃圾与杂物，让原本脏乱的城中村
面貌大为改观。 （邢宇）

左权县城区

全面整治“六乱”做好精细管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