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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每

天喂牛、打扫牛舍，一个月能挣 4500

块，离家近还不累，这日子别提多踏

实了。”近日，介休市义安镇乐善村村

民王启华一边给肉牛添草料，一边笑

着向记者分享这份家门口的工作带来

的幸福感。自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以来，义安镇万户堡5村联建肉牛养

殖场成为村民增收致富、乡村振兴加

速的新引擎。

踏入义安镇万兴肉牛养殖场，标

准化牛舍鳞次栉比，数控粉碎机、智能

料塔高效运转，450余头膘肥体壮的西

门塔尔肉牛或悠闲反刍，或踱步休

憩。技术员刘洪超介绍，这批世界知

名育肥肉牛品种生长速度快、出肉率

超50%，且肉质细腻、脂肪含量低，温顺

抗病的特性尤为适合规模养殖。

据悉，这座占地面积40亩、总投资

375 万元的养殖场，由白家堡、宋家圪

瘩等5村于去年6月联合建成，交由介

休市万兴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牛

舍建筑面积达 3800 平方米，不仅为村

集体带来每年约23 万元的收益，更吸

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牛粪以低价售

给村民作农家肥，真正实现了资源循

环利用。”刘洪超补充道。

“有‘牛’路子，更要做强‘牛’产

业。”白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傅大辉表示，

将启动二期项目，提升牛舍科学化、精

细化管理水平，串联饲料种植加工、肉

牛运输销售等环节，构建“养、产、销”完

整产业链，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能，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从“牛舍”到“钱袋”介休市义安镇走出特色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 张

凯 鹏 通 讯 员 徐 军）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的关

键期，近日，在位于灵石

县静升镇马和村的山西

晋宝望农业有限公司种

植基地的实验田内，机具

轰鸣、车辆穿梭，工作人

员正在对新型种植一体

机进行例行检查、给水箱

补水、摆放玉米苗杯盘等

一系列工序，并示范、讲

解操作要领，田间地头呈

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

忙景象，一场别开生面的

“玉米移苗一体种植操作

实践课”正在进行。

山西晋宝望农业有

限公司种植板块负责人

李志辉说：“今年年初，我

们到山东考察玉米甘蓝

辣椒移苗一体机后，选购

了一台两行的玉米甘蓝

辣椒移苗一体机。这台

机器的优点是，通过它铺

设滴灌、施肥、铺膜、移

苗、浇水五位一体，通过

调试，效果挺好，就开始

大面积移苗播种。”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这台移苗种植一体机开始作业，

一名工作人员驾驶拖拉机缓缓前

行，两名工作人员坐在种植一体机

的工作台上，全神贯注地将一株株

玉米苗快速精准地投放到种植仓

内，滴灌管铺设、施肥、铺膜、移苗种

植、浇水等工序一气呵成，大家协同

配合、齐心协力，一株株玉米苗被精

准地栽入土壤。经过一上午连续不

断地作业，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了移

苗种植技术，五位一体种植保墒保

肥的成效也得以实现，为今年的稳

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据山西晋宝望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尚勇介绍，今年4月初，该公

司在崔家沟种植基地培育的玉米幼

苗已经成功出苗，现在已经长到20

厘米。他们将培育好的4万株玉米

苗运输到马和基地8亩实验田试种，

种植采用新型一体化播种机耕种。

经过前期的机具调试和上午的种

植，播种试验取得了较好成效，计划

近期加班加点全部完成试验种植。

随后，技术人员将蹲守田间地头，保

姆式跟进管护服务，确保玉米实验

田稳产丰收。通过育苗移栽试验，

种植玉米苗生长时间可以提前 20

天。今年小麦收割后，将大面积实

施玉米育苗移栽工作，保障秋季玉

米收获后继续回茬冬小麦，实现一

年两种，改变因为北方气温低、只能

播种一季庄稼的局面，提高土地利

用率，向高效循环的有机农业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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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娟） 四月的和

顺县李阳镇泊里村，广袤的田野上机声

隆隆，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正在徐

徐展开。近日，记者走进和顺县聚园盛

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5台大型农机

在田间来回穿梭，深松、旋耕、施肥、覆膜

一气呵成，奏响春耕生产“进行曲”。

“趁着最近天气好、墒情足，我们正抢

抓农时，开展春耕作业。”合作社负责人赵

建岗站在田埂上，望着正在作业的农机说

道。阳光下，新翻的泥土泛着油亮的光

泽，整齐的地膜如银带般铺展。“今年我们

种植了13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机械化作

业，效率大大提高。”

在合作社的农机库房，记者看到技

术人员正在对农机进行调试。“春耕前，

我们花了一周时间对全部农机进行了

检修保养。”赵建岗介绍，自2019年成立

以来，合作社将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

集约化、科技化管理与经营，不仅让“沉

睡”的土地资源焕发活力，还实现了产

业与就业融合、群众在家门口挣钱的新

模式。

“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正在

田间配合机械作业的泊里村村民杜海旺

擦了把汗说，“我在合作社干了3年，不用

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他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每月工资3000多元，年

底还有分红，一年能收入四五万元。”

据了解，该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农

户”模式，不仅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还

带动周边村民实现就近就业。赵建岗表

示：“机械化、规模化种植不仅提高了效

率，还提升了农业效益。接下来就是跟

苗、打药等田间管理了，有机械助力，我

们对今年丰收充满信心！”

本报讯 （记者 李娟） 4月24日，

在寿阳县南燕竹镇南燕竹村的农田里，

“田间课堂”正在火热进行。寿阳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开展了2025年玉米整建制单

产提升抗旱保春播技术培训暨全膜双垄

沟播技术应用培训，将农业科技送到春

耕生产第一线。

春日的田野上，农机轰鸣、人头攒

动。来自寿阳县的种植大户和农机合作

社负责人围拢在田间地头，认真聆听山

西农业大学山西有机旱作农业研究院副

研究员许晶的讲解。“全膜双垄沟播技术

能有效解决干旱地区玉米播种难题，实

现保墒蓄墒、雨水富集的效果……”许晶

一边讲解，一边蹲下身来示范操作要领。

在阳光照射下，新铺设的地膜闪闪

发亮，勾勒出一道道整齐的田垄，引来参

训村民阵阵赞叹。“这项技术真不赖！”羊

头崖乡南寺庄村村民马玉平兴奋地说，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了解到用 1.2 米的

塑料布进行全膜覆盖，配合种肥同播，能

大幅增产。我准备回去就用这项技术抢

墒下种。”

通过聆听专家的讲解和实地观看，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实用、

操作性强，为接下来的春耕生产和后续

田间管理指明了方向。

此次培训不仅提高了农户的技术理

论水平和实用技术应用能力，也为今年

春季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寿阳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继

续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创新“田间课

堂”“科技赶集”等服务形式，把更多先进

适用技术送到农户手中，为乡村振兴和

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机械化春耕跑出农业生产“加速度”

寿阳县：农技培训进田间 农户现场学“良方”

连日来，我市

各地农民抢抓时

令，根据土壤墒情

适宜等有利时机，

提前谋划部署，全

面 开 展 大 田 播

种。图为 4 月 25

日，太谷县小白乡

大白村村民播种

玉米。

记者 程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