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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长寿现代农业产业园、大张义现

代化肉牛养殖基地等11个一产项目稳

步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初见成效；

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市级以

上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 47.02 亿元，农

村经济繁荣发展……

芳菲四月，春光正好。行走在榆次

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乡村振兴的

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自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

来，榆次区围绕建设“全省乡村振兴先

行示范区”战略部署，以现代都市农业

高地建设引领农业强区、以农特产品

精深加工千亿级产业行动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农村安宁，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取得新成效。

说起东阳的蔬菜、庄子的苹果，榆

次几乎人人知道。去年以来，榆次区

新建了两个装备高标准、技术高水平

的设施蔬菜园区，通过“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蔬菜播种面积达 13.1 万

亩，其中设施蔬菜面积 5.25 万亩、新建

设施蔬菜 500 亩、改造老旧温室 1800

亩、提供优质蔬菜种苗 2.03 亿株。果

品产业同样喜人，果园面积达 13.5 万

亩，全年水果产量达 14 万吨。畜牧养

殖也稳步转型，生猪、奶牛、禽类养殖

均取得显著成效，有力保障了榆次区

及周边群众的“菜篮子”。

乡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榆次区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又一亮点。

榆次区推动百个单位、千名干部、万名

党员下基层，集中攻坚“四堆十乱”，狠

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结对包联形

式开展环境整治，带动驻村企业出资出

力、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在美化、净化

的基础上，创新推进乡村绿化与苗木退

耕有效衔接，实现全域绿化、全城靓

化。同时，加快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

设，探索制定《农村垃圾治理十八条》，

健全垃圾收集转运处置机制。

在乡村建设方面，榆次区唱好示范

创建“重头戏”，锚定“三类村”创建核心

任务，坚持“一村一策、留住乡愁”原则，

示范引领乡村各美其美、百花齐放。对

榆次区后沟村、车辋村等文旅型示范村

进行统筹规划，丰富消费业态、完善服

务功能，吸引更多游客。同时，充分发

挥驻村企业的牵引性作用，依托清清苹

果、恒茂、国泰中药等龙头企业，辐射带

动周边村落盘活资源资产、加快要素流

通，形成以企带村、村企共赢的发展新

模式。以文育村注入乡韵新内涵，先行

培育古韵后沟、康养张胡、曲艺大伽南

等特色村、民俗村。

为了让乡村产业更加兴旺，榆次区

做强产业链条，大力实施“千亿万亩”工

程，打造千亿级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园。塑优特色亮点，推动农旅项目提档

升级，支持新能源项目带动所在村发

展农业产业。同时，拓宽发展空间，持

续强化要素保障，联合银行开发专项

信贷产品，加大对企业项目的信贷支

持力度。此外，大力推进山西大学城

资源与乡土艺术文化深度耦合，打造现

代艺术型示范村，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

文化内涵。

春风骀荡花千树，万木争荣竞此

时。榆次区将持续深耕产业沃土，共绘

乡村振兴的绚烂画卷！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这桃花

开得真艳，咱昔阳的乡村越来越美啦。”

4月23日，在昔阳县李家庄乡北渡海村，

张大爷一边拿着手机在桃林间拍照，一

边兴奋地对记者说。当天，昔阳县李家

庄乡第九届桃花文化旅游市集暨“千万

工程”乡村振兴农产品展销会热闹开场，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玩、体验乡

村生活。

漫步桃花路，参与踏青徒步活动的游

客络绎不绝。沿途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

神怡，金黄的油菜花、嫩绿的麦苗，构成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在桃花市集，特色美

食香气四溢，摊主将自家的美食热情地递

给游客品尝。“这是我们自家做的桃花饼，

用新鲜桃花做的原料，尝尝看。”摊主李大

姐热情地招呼着。除了美食，市集上琳琅

满目的农特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选购，蜂蜜、核桃、小米等，都是当地乡村

的特色好物。

非遗展上，剪纸、面塑等传统技艺令

人目不暇接。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手艺，

引得游客纷纷围观学习。垂钓、集章等活

动区域同样人头攒动，大家玩得不亦乐

乎。在义剪服务点，志愿者们认真地为村

民修剪头发，贴心的服务温暖人心。

走进桃园，百株桃树姿态万千。游客

们穿梭在桃林中，纷纷与桃花合影留念。

来自外地的游客王女士兴奋地说：“早就

听说昔阳的桃花节很美，这次特意赶来

观赏，果然名不虚传。”

李家庄乡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桃花

节以缤纷花海为纽带、以节庆活动为桥

梁，充分展示了李家庄乡丰富的民俗文化

瑰宝和优质的生态旅游资源。

近年来，李家庄乡充分挖掘特色资源

禀赋，厚植文化底蕴，持续激发乡村旅游

活力。这片灼灼花海不仅为市民打造了

踏春赏景的绝佳胜地，也借助桃花这一特

色资源，推动当地生态旅游、文化传承与

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成为展示昔阳县李

家庄乡新风貌的一张亮丽名片。

奋进之春“农”墨重彩
——榆次区全力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文／记者 闫淑娟 图／记者 程婧

昔阳县李家庄乡
第九届桃花节激活乡村“美丽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马

永红） 四月的介休市义棠镇钦屯

村，春意正浓。4月21日，记者在曾

经的采煤沉陷区土地上看到，百余名

村民正忙着浸泡果苗、挥锹挖坑、培

土浇水，6000余株苹果、梨、桃等经济

果树与3000余株白皮松苗木错落有

致地扎根荒滩，勾勒出一幅生态治理

与产业发展并进的乡村振兴图景。

14年前，因采煤沉陷区治理需

要，钦屯村整村搬迁至钦屯小区。

面对“人搬走了地怎么办”的课题，

村集体创新实施“土地文章”破局：

通过土地流转、托管等模式推进造

地复垦，在1200余亩沉陷土地上发

展起规模化林果种植。昔日沟壑纵

横的采煤沉陷区，逐步蜕变为绿意

盎然的经济林基地，既修复了生态

伤疤，又蹚出了产业转型新路。

今年开春，钦屯村再出新招。该

村与华电介休新能源有限公司达成

深度合作后，村企共建的“绿色银行”

加速升级。企业不仅提供全程技术

护航，更通过统一采购优质苗木、组

建专业管护团队，确保经济林高质量

落地。按照协议，两年管护期后，这

片蕴含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绿色资

产”将完整移交村集体，构建起“村企

共赢、风险共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经济林是生态屏障，更是致富

法宝。”钦屯村到村任职选调生梁世

娜算着长远账，“初期固土防沙改善

生态，后期通过发展采摘园、农家

乐、研学基地等农旅融合项目，沉陷

区将从‘黑色伤疤’蜕变为‘绿色聚

宝盆’。”

站在地头眺望，新栽的果树苗

已萌发嫩绿新芽，与远处光伏板在

阳光下的湛蓝辉光交相辉映。这

片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正在干群

共治中书写着“黑色煤炭退场，绿

色经济登场”的转型答卷，为资源

型地区生态修复与乡村振兴提供

了鲜活样本。

介休市钦屯村采煤沉陷区“绿色逆袭”

村企携手种下乡村振兴新希望

乌金山后沟村乌金山后沟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