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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题成本困局：
“快商合作+交邮融合”激活

乡村物流网

“以前取快递要跑几十里，现在抬
脚就到！”西马乡白北村村民老张的感
慨，道出了榆社农村物流的巨变。过
去，白北村距县城近30公里，取快递需
驱车往返1个小时，村民寄个东西都得
专门去一趟乡里，“网购”对村民而言
曾是奢望。如今，122个村级快递便民
服务点覆盖全县167个行政村，村民步
行几分钟即可收寄快递。这一变化的
背后，是榆社县直面农村物流“成本
高、效率低”难题的创新实践。

政策护航，打通“最后一公里”。
榆社县紧抓国家“快递进村”工程政策
窗口期，将“快递进村”作为畅通城乡
经济循环、激发乡村消费潜力的必经
之路，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推动物流
服务网络向乡村下沉。截至目前，已
发放4批下行快件补助金56.9万元，争
取上行快件补助资金 22711 元。2022
年，榆社县政府与中通、圆通等 9家快
递企业达成合作，建成 1500平方米的
县级共配中心、7个镇级服务中心，实现

“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全覆盖。
榆社县圆润通达速递有限公司（榆社圆
通）承担快件下乡进村任务，投入22辆
新能源配送车，开通 8条配送线路，县
域快件实现“12小时到村”，配送成本下
降50%，农村快递量同比激增300%。占
全县比重达45%，城乡差距几近于无。

公交带货，探索“零成本”配送。
2022 年，榆社县率先开通全域免费公
交，27条线路串联169个行政村。依托
这一优势，榆社县以“资源共享、客货

兼顾、运邮结合、多站合一”的思路，创
新“交邮融合”模式，改造云竹、河峪等
5 个客运站，开通 2 条客货邮线路，货
运班线3条，投入运输车辆23辆，构建
起“城乡公交+小件物流+邮政快递”一
体融合共享新模式。如今，村民寄递成
本降低 30%，客运站转型为“物流+服
务”综合体，日均配送农产品超千件。

“公交车顺路送快递，既省了油钱，又方
便了乡亲！”公交司机刘师傅说。

电商赋能：
“直播+溯源”让土特产变身

“网红爆款”

走进河峪乡电商孵化基地，直播
间的热闹场景与田野的静谧形成鲜明
对比。主播手持金黄的河峪小米，对
着镜头侃侃而谈：“咱们的小米产自河

峪乡，天然富硒，熬粥能结三层米油！”
一旁展台上，前庄酥梨、榆州陈醋、云
竹湖甲鱼等特产琳琅满目。近年来，
这些“土味”产品通过直播走向全国，
带动榆社县农特产品累计网络零售额
突破5000万元。

基建筑基，培育电商生态圈。榆
社县将电商列为“一把手工程”，研究
制定《榆社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工作实施方案》《榆社县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专项资金和项目管理办
法》，建成了 7 个乡镇电商中心、87 个
村级服务站，孵化 94个经营主体。通
过示范引领、指导帮带，引导带动站点
负责人开通微店 84家，全民直播覆盖
站点 45 家，农户及村集体店铺 50 家，
多元化、智能化电商消费场景逐步走
进农村，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习惯。

品质突围，打造“爆款”产业链。
榆社县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实施
主体单位恩源科技公司，成立榆社县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搭建了县域电商
大数据信息化平台，着力学习和提升
农产品企业培育孵化、技术指导、运营
推广、品牌培育、产品设计、电商培训、
代运营等服务，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
规范化发展。为破解农产品“小而散”
困局，榆社县推出“山水榆社”区域公
共品牌，统一设计笨鸡蛋、陈醋、小米、
酥梨、甲鱼等 8款特产包装，建立溯源
体系。“每瓶陈醋都有‘身份证’，扫码
就能看到酿造工艺。”榆州府醋业负责
人介绍。此外，榆社县政府联合抖音、
快手开展品牌挑战赛，话题播放量超
千万，笨鸡蛋、火麻油等产品日均订单
量突破2000单。

民生为本：
小 包 裹 托 起“ 家 门 口 的

幸福”

在郝北乡便民服务站，63岁的王奶
奶接过女儿寄来的包裹，满脸笑意：“闺
女寄的水果、电饭锅，走两步就能取！我
自己还学着网购，给孙子买了新书包。”
2024年，榆社农村快件派送量达384.75
万件，社区团购站点日均配送4000件，
村级站点新增网络代购、网络代售、代缴
水电费、电话费、小额取现等功能，老年
群体生活便利度显著提升。

产业振兴，富了乡亲腰包。快递
量的增长激活了乡村经济。榆社县 7
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站月均收入5000
余元，其中，云簇镇电商服务站月收入
破万元，87个村级站点中 82个月均收

入超 300 元。此外，榆社县依托“电
商+合作社+基地”模式，2024年上行农
产品快件超 15万件，帮助农民将优质
的农产品从“田间地头”送到城市的“百
姓餐桌”，带动2000余户农户增收。“以
前种梨愁销路，现在合作社统一销售，
收入不用愁了！”果农老赵感叹。

就业扩容，释放“共富”动能。 物
流与电商的融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
位。目前，全县快递业带动稳定就业56
人，累计发放薪资超1000万元。另一方
面，依托县域特色农产品企业，孵化淘
宝、拼多多、抖音小店等电商平台店铺21
个，通过常态化直播主题活动的形式，开
展直播带货100余场。2021年至今，累
计吸纳脱贫户就业300余人次，电商培
训覆盖6492人次，134名村民开设网店，
实现“家门口就业”。（程煜媛 王迎波）

本报讯 今年以来，榆社县以“坚持不懈抓
‘三农’、促振兴”为主线，围绕农业增效益、农村
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目标，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
全力打造具有榆社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五轮联动”驱动农业提质增效。榆社县立
足资源禀赋，创新实施“政策牵动、项目拉动、品
牌驱动、龙头带动、市场推动”五轮联动战略，全
面激活农业产业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
能化转型。在政策牵动上，榆社县以打造农业农
村部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山西省数字农业样板县
为抓手，出台系列配套政策，提高农业产业综合
效益。在项目拉动上，用好2亿元衔接资金，高标
准谋划衔接项目，大力度支撑乡村特优产业发
展。同步推进5.1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5万
亩单产提升基地，全力提升亩均产量，确保粮食
产量达到 1.18亿斤以上。在品牌驱动上，坚持规
模化发展、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重点开展设
施蔬菜提质增效示范行动，全力推广智能化管
理、高效化水肥等新技术，积极申报创建“榆社西
红柿”品牌，全力建设全省西红柿大县。在龙头
带动上，制定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奖励办法，支持
榆胶、牧乐嘉、十四只绵羊、三和、五福等县域企
业发展壮大，提升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依托
晋象农牧，实施投资 1.3亿元的生猪养殖场项目，
发展生猪 6万头，全年出栏 20万头。在市场推动
上，积极推进肉牛提质增效项目，争取上级资金
17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1亿元，新增肉牛1万头
以上。同步推进肉牛屠宰加工场、牧草水培温室
项目，完善牛肉精深加工产业链。

“三管齐下”焕发乡村新活力。乡村振兴，既
要塑形，更要铸魂。榆社县以人居环境整治、深
化农村改革、文明乡风建设为抓手，促进农村治
理与改革双线并进。推动乡村从“外在美”向“内
涵美”升级，一方面，以“一拆三清一改”为抓手，
打造4个精品示范村、27个提档升级村，推动云竹
湖周边等重点区域焕发新颜；另一方面，深化土
地承包延包改革，推广“双层托管”模式，盘活农
村“三资”，壮大集体经济。同时，文明乡风建设

持续推进，推动殡葬改革、移风易俗，促进乡村“软实力”不断提升。
“多元增收”托起农民幸福生活。榆社县牢牢守住防返贫底线，严格

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常态化开展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规范低收入人
口认定，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同时，通过发展庭院经济、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等举措拓宽增收渠道。榆社县今年计划新增农民合作社及家
庭农场 30 户，打造“庭院经济”示范户 3000 家，培育高素质农民超 1000
人，因地制宜发展经营性产业，以产业带动和技能提升促进农民增收。同
时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用好用活直播带货、农村电
商等平台，推动“客货邮”线路覆盖所有乡镇，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增长20%
以上，通过电商赋能让“土特产”搭上“数字快车”。 （程煜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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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西马乡以“科技
芯”撬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以“蔬菜
产值倍增”为目标，通过高起点规划、智
能化技术应用和多元化发展路径，着力
打造省级设施农业标准示范园区，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

规划先行，产研融合筑造现代农业
新标杆。西马乡立足交通与区位优势，
在大寨村、东马村投资1300余万元建设
占地 430 亩的现代设施大棚 110 座，同
时，以打造“产研融合示范园区”为目标，
科学统筹 120 万元专项资金，系统推进
水、电、路、网等核心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勾勒出产业振兴的“骨骼脉络”。园区在
16 个核心示范大棚区域巧妙融合古建
美学元素，实现传统美学与现代农业设
施的有机融合。铺设 2000 平方米生态

植草砖，覆盖 3000 米防草布，既遏制杂
草滋生，又打造出“绿意织锦”的田园景
观。同时,配套定制统一规格的防腐木
标识牌80块，涵盖功能分区、技术说明、
研学导览等内容，形成规范有序的视觉
识别系统，将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
功能无缝衔接。通过“硬件改造+功能
拓展”双轮驱动，园区不仅构建了高效便
捷的生产服务网络，更打造了集农业生
产、科普研学、观光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
空间，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硬件根基。

科技赋能，数字引擎驱动农业蝶
变。西马乡聚焦“科技兴农”战略，大力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500 平方米的智
慧农业集控中心，是园区数字化转型的

“智慧大脑”。物联网编织感知网络，AI
监控捕捉细微变化，大数据驱动精准决
策，构建起“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动态

调控”的全链条管理体系。西马乡还重
点推广四大核心技术体系，“高垄滴
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使平垄与滴灌带
精准布局，实现节水肥省人工，让资源
利用率提升，同时病害发生率显著降
低；“熊蜂授粉+生物防治”技术，通过
自然之力替代化学激素，守护蔬菜绿色
品质；温湿度智能调节系统通过安装温
度、湿度、光照度、CO2浓度等传感器实
时监测，将棚内环境波动精准控制在±
2℃、±5%的极窄区间；物联网支持的虫
情土墒监测技术，则化身“数字哨兵”，
实现虫害预警与土壤养分优化管理。
这些技术协同发力，不仅让园区成为县
域农业数字化的“样板间”，更让千年农
耕焕发智慧新生。

产业共富，多元路径激活增收新
动能。西马乡以“质量兴农、产业富民”

为导向，构建“品种优化—技术赋能—模
式创新”三维增效体系，坚持“一大多优”
的发展战略，积极拓展多元化种植路径，
新郁葡萄、大樱桃、羊肚菌等高附加值作
物相继落地，亩均产值较传统种植提升
2万元以上。通过“村集体+基地+农户”
合作模式，园区带动周边70余户农户化
身“新农人”，户均年增收4至5万元。租
赁经营、入股分红等创新机制如活水涌
流，推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35万元，形
成“科技增效反哺农民、农民增收反哺产
业”的良性循环，让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
惠及千家万户。

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数字技术落地，
从单一蔬菜种植到多元高附加值作物拓
展，西马乡以科技为笔、以土地为卷，绘
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这片土
地上，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
不仅打开了农民的“致富门”，更为区域
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西马经
验”。下一步，西马乡将进一步深化智慧
农业应用，打造集科研孵化、技能培训、
品牌培育于一体的创新高地，推动农产
品品质与产量“双翼齐飞”，力争打造全
省设施农业创新高地。

（程煜媛）

榆社县西马乡

科技赋能设施农业 绘就富民生动图景

本报讯 近年来，榆社县河峪乡抢
抓乡村振兴发展机遇，锚定榆社县委

“12482”战略蓝图，全乡上下凝心聚力，
推动产业发展蹄疾步稳，生态画卷渐次
铺展，民生福祉润泽万家，着力绘就“产
业强、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画卷，在广
袤田野上奏响乡村振兴“协奏曲”。

巩固衔接筑基石，产业就业双擎驱
动。河峪乡以推动巩固衔接工作为“压
舱石”，构建“专班督导+精准帮扶”责任
链，太铁集团帮扶鱼头村经验成为典
型。聚焦产业与就业“双轮并进”，糯玉
米、谷子、大豆、酥梨等特色种植风生水

起，肉牛存栏量突破万头，奏响“牛经济”
富民强音。庭院经济与民宿产业“双花
并蒂”，60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捧起“金
饭碗”，务工补贴惠及千余人。防返贫监
测网织密筑牢，18 座危房变身安居暖
巢，医保参保率、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居
100%，一汩汩清泉流入千家，托起稳稳
的幸福。

特优产业塑品牌，文旅融合点绿
成金。立足“131”产业路径，河峪乡打造

“牛群遍野、梨香满园、民宿星布”的特色
产业版图。后庄、西沟村肉牛养殖规模
化升级，带动农户“牵牛致富”；3000 亩

谷子金波荡漾，酥梨园硕果压枝，小杂粮
种植绘就多彩田园。借势云竹湖创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东风，岩良、下赤峪旧貌
焕新颜，偏良村帐篷营地枕星河，6座精
品民宿依山傍水而起。串联飞行营地、
红色纪念馆、生态采摘园，让“绿水青山”
真正化作“金山银山”。

“千万工程”绘新景，和美乡村入画
来。河峪乡以“千万工程”为笔，勾勒“一
村一韵、一带一景”的乡村新貌。打造精
品示范村，推进河峪村综合治理，岩良村
青石板巷蜿蜒如诗，偏良村管线入地、道
路硬化让“颜值”“气质”双提升；生态停

车场、帐篷营地等新业态蓬勃生长，昔日
旧村落逐渐变身“网红打卡地”。垃圾不
落地机制试点推行，317 户厕所革命点
亮文明新风，村庄从“一时美”迈向“持久
美”，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
乡愁”的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民生温度暖人心，幸福底色更鲜
艳。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河峪乡
构建“家门口”养老服务体系，24座村级
驿站托起“夕阳红”；低保、特困供养金、
失能补贴等 80 余万元民生补贴精准滴
灌，为全乡困难家庭撑起“暖心伞”；71
名突发困难群众获临时救助，雪中送炭
显温情。人居环境整治全域推进，污水
管网清淤护绿，房前屋后花木成畦，百姓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如今的河峪乡，特色产业“强筋骨”，美丽
乡村“展新颜”，民生保障“有温度”，乡村振兴
的壮美乐章响彻山乡。站在新起点，河峪
人正以“满弓”姿态，在希望的田野上续写
新时代“山乡巨变”的辉煌篇章！（程煜媛）

榆社县河峪乡

奋楫扬帆启新程 乡村振兴展画卷

小包裹织就民生幸福网小包裹织就民生幸福网
——榆社县打造榆社县打造““快递快递++””赋能乡村振兴鲜活样本赋能乡村振兴鲜活样本

在榆社县，一场以“快
递进村”为核心的变革正
悄然改变着乡村的购销
方式。从取件难到“家门
口收寄”，从“土货难出山”
到“特产卖全国”，从传统
农耕到电商致富……榆社
县通过整合物流资源、培
育电商生态、聚焦民生需
求，让快递物流成为乡村
振兴的“加速器”。2025
年初，榆社县“快商合作进
村”项目入选国家邮政局
首批典型案例，成为山西
省唯一上榜案例，提供了

“快递+”赋能乡村振兴的
鲜活样本。

碧波映衬，云竹湖偏良码头静卧水岸。 张卫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