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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社县“肉牛倍增计划”促进共同致富

平整的柏油路、宽敞的文化广

场、错落有致的民居、精美的特色小

景、家门口的公交车、设施齐全的村

民文化活动室……近日，走进灵石县

静升镇苏溪村，新气象扑面而来。

“以前，我们村生活垃圾随处可

见，生活污水肆意横流，一下雨路都

没法走。这几年，村里下大力气进行

人居环境整治，硬化了路面、安装了

路灯、铺设了下水管道、建起了污水

处理设施，家家户户‘改厨、改厕、改

浴’，在路两旁栽上了景观树。去年

还新建了文化广场，过去脏乱差的小

村落变成了如今现代化的新农村。

走在村里，感觉和逛公园一样。”想起

往日，70多岁的苏溪村村民高润生感

慨万千。

如果说环境整治是解决农村的“面

子”问题，那“厕所革命”就是解决“里

子”问题。

“以前的厕所就是‘一个土坑两

块板，三尺土墙围半边’，现在新建的

厕所，既干净卫生，又美观实用，确实

好！”农村“厕所革命”让苏溪村村民

李桂香赞不绝口。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厕所革命’

革出了文明新风，让农村人居环境不仅

有了‘面子’，更有了‘里子’。”苏溪村党

支部书记耿振芳说，“感谢国家的好政

策，农户改厕有补贴，越来越多的旱厕

改成了干净、敞亮的卫生厕所。村里的

环境好了，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升了。”

2022年，苏溪村紧抓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项目机遇，狠抓基础设施提

升改造，硬化了村内街巷，实施了水

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建设了淤

地坝，还把村里特有的历史人文通过

仿古建设进行挖掘展示。

苏溪村的变化只是灵石县强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苏溪

村的“蝶变”离不开党建引领，更离不

开群策群力。为全面改善城乡环境，

加快美丽灵石建设步伐，2022年5月，

灵石县制定了《开展“五域综合治理、

建设美丽灵石”百日攻坚行动方案》，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人口集聚区、道

路通行区、河道行洪区、项目建设区、

企业生产生活区“五域同治”为主要

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

构建“党建引领、建美丽家园”新格

局，打响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

举措、最管用的机制开展综合治理，

确保全县城乡环境大改善，让灵石更

美丽、群众生活更美好。”灵石县委书

记韩军多次强调，乡村建设为民而

建，要真正把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

人人关注环境卫生的浓厚氛围。今

年，灵石县将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配套、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

提升等方面进行高标准设计、全方位

提升，纵深推进“五域综合治理、建设

美丽灵石”工作，全面铺开 20 个农村

人居环境示范村建设工程，同步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以“四有

四净三提升”为标准，加快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向村覆盖、向户延伸，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让乡村成为幸福家园
——灵石县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记者 张凯鹏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3 月

27日，寿阳县段王村第七届桃花文化旅

游艺术节开幕。本届艺术节旨在通过

乡村近郊游、举办桃花节等活动形式，不

断激发文化和旅游的消费潜力，助推段

王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微风吹过，传来一阵阵沁人心脾

的花香，令人为之陶醉。“春天是美好

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的季

节，当然要走进大自然，感受春天的美

好。”从榆次专程到段王村赏花的李女

士开心地说，“没想到这里的桃花开得

这么美，这一趟真是不虚此行！”

自2012年以来，段王村已成功举

办了6届桃花节，该活动已成为推动该

村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平台，成为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展示段王村形象

的重要载体。

据了解，为扩大覆盖面和影响

力，本届桃花文化旅游艺术节还将举

办“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文化惠民

走基层”文艺宣讲、“宣传党的二十

大·争当排头兵”书法比赛等活动，吸

引游客到段王村休闲娱乐，真正让平

舒乡段王村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

的“世外桃源”。

寿阳县段王村第七届
桃花文化旅游艺术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 路丽华 通讯

员 程煜媛） 3月28日一大早，李洋就

忙着清扫场舍，看着数百头肉牛膘肥体

壮，悠然嚼食着草料，他的脸上露出灿

烂的笑容。李洋是榆社县禾畜旺生态

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牛场负责人。该

企业通过“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以

土地流转、“委托代售”、“补贴用工”等

方式，不断探索扶贫帮困新思路、新形

式、新办法，每年可带动500余户农户增

收600余万元。

近年来，榆社县西马乡抢抓政策机

遇，创新合作模式，把肉牛养殖打造成

为西马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并逐渐成

长为榆社县肉牛养殖的传统乡镇。

为了进一步引深发展成果，赋能

乡村振兴，2022 年，榆社县推进实施

“肉牛倍增计划”，重点支持西马等乡

镇发展能繁母牛养殖。山西牧乐嘉畜

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榆社县肉牛养殖

产业的龙头企业，借助该县出台的金

融贴息补助及保险补助政策，依托政、

银、企、民、保“五位一体”的新型“公

司＋基地＋农户”的“放母收犊”模式

（即公司负责统一配种、销售、技术指

导，农户参与经营管理），充分发展肉

牛养殖，并带动该县 500 余户脱贫户及

能人大户参与养殖。

该公司还推行分阶段饲喂的“公

司＋农户”模式，通过筛选意向合作农

户或者合作社，与其签订肉牛销售回

购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将意向合作农

户或者合作社进行整合，实行统一管

理，科学饲喂。通过这种模式，农户养

牛的饲喂及疫病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参与养牛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整个养

殖流程后期玉米秸秆的大量使用，使

原来的废弃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大大

增加了农民收入。

通过不断发展，山西牧乐嘉畜牧科

技有限公司完成肉牛养殖投资10099万

元，新发展能繁母牛 4000 余头。此外，

该公司同步投资 1000 余万元新建 8800

平方米的4个养殖基地，目前韩村基地

已完工投产，河峪乡东清秀村基地、河

峪村基地和西马乡牌坊村基地正在建

设中。依托“肉牛倍增计划”政策优势，

榆社县在继续壮大山西牧乐嘉畜牧科

技有限公司的同时，引导鼓励本地农作

物种植大户进军肉牛养殖产业发展，整

合资源成立“禾畜旺”生态农牧业发展

有限公司，为西马乡的肉牛养殖业注入

新的活力。

今年，榆社县将进一步加大“肉牛

倍增计划”发展力度，继续深入推进肉

牛养殖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发展新增

育肥牛、能繁母牛2万头，到2023年底榆

社县肉牛饲养量预计可达3万头，将带

动500户，户均增收2万元，切实拓宽群

众致富渠道，让农户通过肉牛养殖发

“牛”财。

李洋表示，将继续积极响应榆社

县实施肉牛“倍增计划”的部署，建立

政、银、企、民、保“五位一体”联动机

制，充分发挥好龙头示范作用，通过

以点带面，实现肉牛规模扩张、质量

提升，借好政策东风，与广大村民共

同致富。

龙头企业执“牛耳” 带动农户“犇”幸福

3月27日，在和顺县许村凤台小戏传习所里，老师正在教授学员练习唱腔。

“ 凤台小戏”是具有和顺地方特色的小剧种，起源于明代。凤台小戏的曲调流畅

而优美，风格清新，结构方整，节奏活跃富于变化，剧目短小、音乐明快、表演细

腻，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记者 杨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