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娟） 乡村振兴，

产业是基础。近年来，昔阳县积极探索特

色养殖产业发展路径，以产业兴旺为重点，

大力推进特色养殖“短平快”项目。该县赵

壁乡大力养殖兔子，将其作为增加村民收

入的重要突破口，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

振兴。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昔阳县白羊峪村的

晋柏岩农牧有限公司祥兔园厂看到，兔棚宽

敞干净，棚内兔笼整齐排列，兔舍内空气流

畅，整洁明亮，一只只洁白的种兔膘肥体壮，

有的悠闲地吃着饲料，有的活蹦乱跳，一窝

窝刚出生的小兔蹦跳嬉戏，甚是惹人喜欢。

祥兔园分厂养殖部总经理王盛正穿梭

在养殖笼间，搬运完饲料之后，又忙着清扫

养殖笼上的粪便。王盛介绍，分厂现建有现

代化温控兔舍 24 座，现存栏母兔种兔一万

余只，年可出栏商品兔 40 余万只。项目运

营以来，通过村村联建的方式带动了周边村

民的就业和增收。

“公司总部位于赵壁乡赵壁村，共建有

肉兔养殖基地两处，肉兔深加工工厂一座，

我们的三期肉兔养殖项目也正在紧锣密鼓

的建设中。”晋柏岩农牧有限公司市场部总

经理赵海鹏表示，该公司充分发挥肉兔产业

的龙头优势，带领周边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建设养殖大棚，把肉兔产业做强做大，为发

展沟域经济、延伸产业链条、打造高效农业、

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撑。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接下

来，昔阳县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发展

肉兔养殖，全力以赴把特色产业项目做大做

强，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村民的“钱袋

子”逐渐鼓起来，稳步踏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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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文旅资源丰富，博大精深的

华夏之母——懿济圣母文化响彻梁余，

倒流奇泉自然景观惊艳岁月，十八闯村

闯王十八营十八次连战连胜大明官兵雄

威耀古今；

这个村畜牧产业繁荣，肉牛存栏

1000 余头，羊存栏 1150 余只，鸡存栏 300

余只……

2024年以来，和顺县平松乡合山村充

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挖掘当

地的资源和气候优势，推进三个项目，全

力建设“一街六景清凉谷·华夏之母文化

地”，构建“一谷两区三地两层次”文旅空

间布局，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给合山

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合山村负责

人崔晋文说，“以前村里也搞旅游，但是基

础设施跟不上，留不住人。2024年，和顺

县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六

美四宜·城乡共建’行动中，合山村被划定

为提档升级村，成为重点打造的两个爆点

村之一。一年来，通过整合合山村丰厚的

文旅资源，激活产业发展新动力，为产业

振兴打开新空间。”

据崔晋文介绍，围绕“和顺清凉谷、幸

福新合山”发展定位，合山村集中力量、倒

排工期，全力推进文旅产业发展、主街道

路配套及附属工程、乡村旅游产业三大项

目建设。其中，文旅产业发展项目投入资

金500万元，打造“一街六景”清凉谷景观，

呈现“合山六大奇”、华夏之母文化、显泽

侯传说等合山特色文化，以人文璀璨之美

展现这座千年古村魅力；主街道路配套及

附属工程项目投入资金162万元，主街道

强弱电改造1183平方米，强电电缆排管铺

设 1183 米，电力电缆铺设 906 米，安装整

体箱式变电站 1 台，接地装置调试系统 1

个，电力变压器系统1个，送配电装置系统

1个，弱电电缆排管铺设870米；乡村旅游

产业项目投入资金116.67万元，建设蓄水

池底板及池壁拆除新建2172平方米，新建

DN300 合山进水管道 20 米，出水管道 58

米，修建阀门井一座等。目前，三大项目

涉及所有工程已全部完工。

为了做强打响文旅招牌，该村加强

文化宣传推介，制作文化展厅，拍摄抖音

宣传小视频 4 个，2024 年夏季，举办了平

松乡合山倒流奇泉消夏避暑文化节，兴

起了“游合山·赏奇泉”的暑期旅游热潮，

合山村荣获“和顺县十大乡村旅游好去

处”称号。在入村显眼处制作了“‘合山

奇泉’农家乐饮食文化介绍”站牌，为全

村运营良好的 8 家农家乐统一制作安装

风格一致、规格一致、名称各异的系列

“合山奇泉”农家乐广告牌，提升知名度，

促进农户增收致富；打造沉浸式主题露

营微度假目的地，实现观星文化解谜区、

亲子家庭游戏区、自驾露营活动区三大

片区功能布局。

此外，合山村千方百计推进产业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在县、乡两级党委、

政府的指导帮助下，合山村委申请全国总

工会扶持资金，将合山村十八闯组三栋鸡

舍改建扩建为占地480平方米、可容纳80

头牛的单排、双排牛圈。与占地600平方

米的旧有养牛园区联合运营，可容纳全村

160头牛，实现了人畜分离，全面提升了人

居环境。实施“太行和牛”养牛园区配套

建设项目，建成了两大养牛产业园区。村

党总支积极探索“党旗红+村集体+养牛

户”利益联结机制，每年收取由村集体“四

议”会议定价的园区管理费用，用于养牛

园区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维护及村集

体公益事业。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如今的合山村，产业蓬勃发展、生态

和谐宜居、乡风淳朴文明、群众生活富足，

展现出新时代农村的勃勃生机。

风景优美的合山村 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近

日，山西雨泉食业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里热闹非凡，机器声、水流声交

织，浓郁豆香扑鼻而来。在这里，黄

豆通过智能化生产设备，快速变成

豆腐和豆干，随后被运往各地市

场。近年来，太谷区深入挖掘本土

资源和豆腐文化，利用科技为传统

豆腐产业赋能，让其实现了从传统

手工作坊向现代化产业的跨越，成

功闯出一条产业振兴的新路子。

走进车间，只见工人们熟练地操

作着崭新的智能化生产设备，将一粒

粒黄豆送上传送带，经过浸泡、磨浆、

煮浆、压榨、成型等一系列工序，鲜嫩

的豆腐和豆干便新鲜出炉了。“我负

责太谷市场销售，每天早上 4 点就得

过来，而榆次、太原的同事凌晨2点就

到了，生意太火爆，来晚了根本忙不

过来。”负责销售的王进朝笑着说，

“咱这豆腐、豆干都是真材实料，口感

好，消费者就认这个牌子。”该公司总

经理吴应龙介绍道，企业创立之初便

引入自动化生产线，今年更是投资60

万元升级设备。“新设备上线后，每天

能消耗5000至6000斤黄豆，日产豆

腐8000斤、豆干4000斤，人工成本降

了，效率却大幅提升。”吴应龙难掩自

豪之情。

太谷豆腐不仅满足了当地百姓

的味蕾，还走出家门，成为市场上的

抢手货，科技的力量让这一传统产

业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

了从小豆腐到大产业的华丽转身。

太谷豆腐

科技引擎驱动传统产业“加速跑”

和顺县合山村：

以地域为特色 盘活乡村资源

小兔子打开致富门

昔阳县特色养殖筑起乡村振兴致富梦

□ 记者 闫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