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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丈量发展的进度，也标示着

攀登的高度。晋中国家农高区是全

国首批、我省唯一的国家级农高区，

承载着为有机旱作农业发展先行示

范和农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先试的重

要使命。

近年来，晋中国家农高区犹如一

颗璀璨的明珠，在农业领域大放异

彩。年产10万吨“南方”黑芝麻系列饮

品项目竣工投产，带来无尽商机与活

力；首批25万吨黄小米出口泰国，实现

出口贸易“零”突破，搭乘远洋货轮走

向国际市场；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

院）研发“晋作84”小麦新品系实地测

产刷新高产纪录，强劲注入全新活力。

市委五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156”战

略举措，打好“五张牌”，“农高牌”便

是其中之一。会议指出，要“高标准

建设晋中国家农高区，以有机旱作为

主题，实施特优农业战略，在农、高、

科上下功夫”。

“市委五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站位高远、路径明晰、靶向

精准，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提供了

全面指导。”寿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张海平表示，寿阳县景尚乡贾豹村

作为晋中国家农高区有机旱作实验

基地之一，去年玉米种植示范区玉米

亩产量达到1270公斤，创全省玉米单

产最高纪录。接下来，将以创建国家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主体，以玉米绿

色循环产业链和城郊特优农产直供

链为方向，探索高标转产能、产能转

期权、期权转投资、投资转项目的新

路径，推动“藏粮于地”产生收益并投

向“藏粮于技”，为有机旱作农业发展

蹚出新路。

张海平指出，今年，寿阳县将出

台优惠政策支持100 个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主体各自建立机艺一体化推

广应用基地；在景尚核心区建设华北

地区最大、最集中的千个玉米品种比

对试验基地；依托金穗、田益、嘉禾三

大主体，相应配备专业科研团队，研

发有机旱作农业生产标准和地方技

术规程，在万亩示范田上初步构建

“中农院研发、省农大筛选、大企业集

成、合作社示范、小农场推广、承包户

收益”的科创体系。

“农高牌”作为全市“五张牌”之

一，不仅是科技与农业的融合，更是

晋中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2023年，山西巨鑫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太谷区小白乡沙子地村集体经

济合作社以及农户携手合作，在沙子

地村种植的枣树下套种玫瑰花，等玫

瑰花到了成熟期后，公司再以市场价

收购进行加工和销售。

“玫瑰既具有观赏性，又能为农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我们经过4

年的试种，2023 年开始进行全面推

广，在太谷、平遥、寿阳等地发展玫瑰

产业共计 2000 余亩。”山西巨鑫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籍浩表

示。今年，该公司将继续大力发展

“玫瑰产业”，用科技的力量帮助老百

姓增收致富。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市

委五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要“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要

害，农业科技创新和深化农村改革

双轮驱动”。2023 年 5 月 30 日，由晋

中国家农高区和太谷区联合推荐的

八大类 9 个品种的种子随神舟十六

号载人航天飞船升入太空开展空间

诱变搭载实验，开启了我省航天育

种新征程。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国家粮

食安全的基石。我市积极推动晋中

国家农高区、神农集团、山西农业大

学、省农科院“四农合一”融合发展，

引进培育一批“农字号”高新技术企

业，建设优质种业基地。先后建成谷

子研究所、藜麦研究院等一系列创新

平台。利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种业振兴，晋中国家农高区建成山西

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创新

“农高区试验+省市推广”模式，产、

学、研、用有效融合，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900余项，辐射面积18万亩。

近年来，山西农谷先正达现代种

业示范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培育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设

施，探索形成“科技研发、产品深加

工、高新技术推广、三产融合”为一体

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山西农谷先正达现代种业示范

基地园区经理刘建明表示，下一步，

该基地将认真学习市委五届七次全

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发展

科技农业、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农旅

品牌、把年产10万吨牛肉全产业链做

大做强三方面着手，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提纲挈领指方向，强力推进谱新

篇。今年，晋中国家农高区将持续围

绕 有 机 旱 作 农 业 主 题 ，深 入 实 施

“22510”行动计划，为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开创路径、树立典

范。“双擎”合力驱动，整合晋中国家

农高区和太谷科创中心两大国字号

金字招牌，引领中国北方有机旱作农

业从种业、种植到精深加工和品牌打

造的全产业链提质增效、高质量发

展。“双廊”示范引领，以科谷大道为

轴线建成20公里农业科技示范廊带；

以南山旅游公路为轴线建设40公里

农业产业示范廊带。实施“5个10工

程”，即推进有机旱作农业示范园、巨

鑫农业现代化示范园等十大园区建

设，为延伸产业链提供承载空间；建

设有机旱作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

国科学院智能农业机械装备工程实

验室等十大科研平台，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智力引擎；打造东辉年产10万吨

牛肉全产业链、农业遥感卫星研制发

射等十大标杆项目，以标杆项目引领

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实施先正达种

业、龙生种业等十大种业工程，推动

我省种业发展，建成山西省的“种业

硅谷”；完成好乡村振兴（太谷）论坛、

举办省农博会等十大重点任务。

如今，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上，晋中国家农高区正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务实的作风、有效的举措，扎实

推进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把农业建

成现代化大产业，让现代农业全面

“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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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沃土 必有繁花

晋中国家农高区科创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