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科技为引领的创新发展是推动

国家进步的强大动力，而农业作为国计

民生的基础产业，是保障国家稳定、人

民群众温饱的根基，二者相辅相成，共

同构成了国家发展的坚实支柱。

从中央到地方，无论是民营企业

座谈会还是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在众

多高新技术行业代表中，农业领域企

业家始终占据重要席位。这一传统产

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台发声的格

局，充分彰显了国家对农业这一基础

产业的战略重视。

“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大力

支持，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关注，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作为一家农

业企业，全市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

山西东辉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清叶一回到公司，就马不停蹄召集大家

开会传达会议精神，他说：“全市民营企

业座谈会释放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积极信号，对农业企业而言既是政策机

遇，又是转型升级的契机。”

李清叶表示，作为农业企业，该公

司在政策框架内主动谋划转型升级，实

现农业跨界融合探索的可能性，向农

业+文旅（休闲农场）、农业+教育（自然

研学）、农业+康养（药食同源基地）要流

量、要效益，聚焦细分领域打造差异化

优势，联合上下游企业成立产业联盟，

集中采购农资、共享物流网络、共同引

流合作，通过行业协作、技术创新构建

核心竞争力。同时实现角色升级，从单

纯生产者转向“乡村振兴运营商”，参与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乡村治理数字化。

重点关注数字农业、绿色金融、三产融

合等领域，将企业战略与乡村振兴、粮

食安全大局深度绑定，实现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山西鑫炳记食业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太谷饼产业的龙头企业，实施“双管

齐下”举措，在引进智能化设备提升生

产效率的同时，加强电商直播带货力

度，拓展业务服务半径，致力于探索老

字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全市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召开让

我们备受鼓舞，我们借助电商平台拓

展销售渠道，开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销售模式，提高市场覆盖率。同时，加

大研发投入，结合地域特色推出新产

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进一步提

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山西鑫炳记食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俊瑞表示：“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

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没有变，晋中民

营经济起步早、发展快、分量重的坚实

基础没有变，晋中民营经济大显身手、

正当其时的发展空间没有变。这三个

‘没有变’，让山西鑫炳记食业股份有

限公司干劲十足，接下来，企业将全方

位提升市场竞争力，让‘鑫炳记’的饼

香飘向更远的地方。”

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是

集饲草种植、种牛繁育、肉牛育肥、屠宰

分割、深细加工等为一体的股份制企

业，是商务部认证的“中华老字号”企

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山

西省模范单位。近年来，该公司坚持以

品质为核心，不断加大产品研发、生产

工艺创新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品牌建设

与推广，加大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力度，

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推动传统牛肉加

工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提

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

“全市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出市

委、市政府一以贯之鼓励、支持、服务民

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烈

信号，让我们民营企业底气更足、信心

倍增。”山西省平遥牛肉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增富说，“我们将聚焦成本、效

率、活力，疏通堵点，提升标准，精益运

营，全链条创造价值，让‘冠云’在平遥

方阵中屹立不倒；聚焦精品、绿色、智

慧，精益求精，创新不止，启建万吨生产

线，打造屠宰养殖基地，让冠云品牌成

为金字招牌，熠熠生辉；聚焦视野，开

放、融合，提升全国化水平，借专业镇发

展之势，搭乡村e镇电商之桥，育特色产

业学院之才，让冠云品牌影响力跨越山

西、覆盖全国，全力为推动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拉长短板，以质为基，从传统煤焦

产业转型到现代农业，山西聚义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琼表示，以全

市民营企业座谈会为新起点，该公司在

农业板块聚焦“特”“优”产业发展，重点

在产业链延伸上下功夫，谋求生猪、粮

食深度加工合作。她坚信，在市委、市

政府的领导下，晋中民营企业必将在

2025年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为全省转

型发展贡献更多晋中力量。

构建具有晋中特色优势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结合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推

动“特”“优”农业提质增效，未来，我市

或将有更多民营企业投身农业领域，涉

农企业也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晋中奋勇争先的生动实践中铸就更

大辉煌。

沃野逐浪 千帆竞发
——我市民营企业助推“特”“优”农业提质增效

记者 史俊杰

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 近年来，

昔阳县东冶头镇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

培育壮大农业特色产业，把特色果蔬种植

与群众增收致富有机结合，使特色产业成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走进东冶头镇东冶头村蔬菜种植基

地的温室大棚，湿润的泥土夹杂着西红柿

秧苗散发的独特芬芳扑面而来，层层叠叠

的绿叶下面，一串串色泽鲜艳、个头饱满

的西红柿从藤蔓中垂挂下来，甚是喜人，

种植户们正穿梭其中，忙着采摘成熟的西

红柿，一派丰收景象。

“我家4个蔬菜大棚种的都是西红柿，

这几天已经陆续成熟上市。现在市场批

发价每斤3.5元，一个棚能产4万斤左右，

两茬西红柿收入5万元不成问题。”种植户

温杰说。

东冶头村自 2019 年开始，借助靠近

339国道交通便利的优势，新建高标准大

棚 20 余座，大力发展“大棚经济”。近几

年，逐步实现日光温室从小跨度到大跨

度，钢架结构从单栋到整体连栋，棚内种

植管理从膜下滴灌到智慧物联网、水肥一

体化、设施环境调温等智能化的转变。此

次成熟的西红柿为引进的“普罗旺斯”新

品种，采用绿色生态有机种植法，与市场

上的普通西红柿相比，口感更好、结果期

更长、产量更高、更加绿色健康。

西红柿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移

栽、管护到采摘，用工量都非常大，基地平

均每年带动务工近100人（次），吸引本村

乃至周边村民到基地务工，家里也因此宽

裕了不少。“从开始建大棚种西红柿，我就

来务工了，一天能挣80多块钱，还不耽误

家务活，真是太好了！”村民赵秀瑞说。

近年来，东冶头镇立足区位优势，紧

抓政策机遇，大力发展以蔬菜大棚为主的

果蔬产业，种植大棚100余座，把“大棚经

济”发展作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推进乡

村振兴的主攻方向，在巧打季节差、时间

差，实现规模和品质双丰收的同时，鼓起

了群众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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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经济”鼓起群众“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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