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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史俊

杰） 近日，记者从昔阳县获悉，在乡

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该县多个乡镇、

村将目光聚焦于肉牛全产业链建设，

全力打造特色产业，为乡村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在昔阳县，东合丰牧肉牛全产业

链项目正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闪

耀名片。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山西东合丰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以来，以肉牛产业为核心，不断拓

展产业链条，走出了一条从养殖到餐

桌的创新发展之路。

东合丰牧肉牛育肥基地位于昔阳

县三都乡西峪村，走进该基地，整齐的

牛舍内，膘肥体壮的肉牛悠然自得。这

里不仅引进了良种肉牛，还采用科学饲

养管理模式，致力于提升肉牛品质。据

山西东合丰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赵杰介绍，公司通过“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肉牛

养殖，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实现

多方共赢，每年可出栏800多头肉牛，为

市场提供大量的优质牛肉。公司还与

餐饮企业合作，打造“养殖、屠宰、餐饮”

一体化服务，让消费者在餐桌上就能品

尝到来自昔阳的美味牛肉。

东合丰牧肉牛全产业链的发展，

不仅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

强大动力。

在昔阳县沾尚镇，安格斯黑牛繁

育基地同样鼎鼎有名，该基地归属于

山西胜牛安格斯种牛科技有限公司，

科学规划建设了繁育区、育肥区、饲料

区、设备区、生活区五大功能区域。基

地依托先进的生物育种扩繁技术体

系，致力于培育适合本土养殖的安格

斯母牛品种，有效破解肉牛种源受制

于人的难题。

据牛场负责人介绍，2024 年 9

月，基地从南美阿根廷引进 200 头安

格斯纯种母牛开展扩繁工作。今年

3 月，190 头小牛犊顺利诞生，繁殖率

高达 95%。后续，母牛犊将继续留场

培育繁殖，公牛犊则会经过育肥、屠

宰分割后进入市场。安格斯黑牛凭

借其优良的肉质和丰富的营养价

值，很受市场欢迎。基地计划构建

生牛屠宰分类加工与餐饮销售一体

化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区域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乡村全面振

兴的进程。

培育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做强特色产业，促进共同富裕。如

今，肉牛产业凭借强大的发展潜力，

已成为该县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昔阳县全力打造肉牛全产业链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入夏以

来，降雨稀少，给夏收作物生长带来挑

战。为保障灌溉用电需求，助力农户稳产

保收，连日来，平遥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

员深入一线，开展抗旱保电专项服务，为

农户送上“及时电”，全力守护群众的“希

望田”。

平遥供电公司采取多项有力措施

开展抗旱保电专项服务。一是成立抗

旱保电工作小组，对辖区变配电设备、

农灌线路开展特巡，重点排查机井通电

设施、排灌变压器及计量装置隐患，及

时消除设备过热、导线老化等问题。二

是开辟农业用电“绿色通道”，简化报装

流程，确保农户“快用电、用好电”。三

是党员冲锋在前，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随时响应农户诉求。四是针对部分用

电设施不完善的情况，平遥供电公司工

作人员现场为农户讲解抽水设备安全

操作规范，发放《安全用电手册》，避免

私拉乱接引发事故。

“多亏供电公司及时帮忙排除故障，

水泵一开，庄稼‘解了渴’，我这心里也踏

实了！”杜家庄乡西良庄村村民王大叔看

着清水流入麦田，连连称赞。截至目前，

平遥供电公司各供电所已累计巡视农灌

线路 16 公里，处理隐患 7 处，为 160 余户

农户提供上门服务。

平遥供电公司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

以可靠电力和优质服务为乡村振兴“充满

电”，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以前种红薯靠经验，现在靠科

技，这膜下滴灌、大垄双行种出来

的红薯，个大、味甜，一上市就被

抢光了。”5 月 25 日，在太谷区子

平家庭农场红薯育苗基地，种植

户王大姐一边麻利地将嫩绿的红

薯苗捆扎装车，一边向记者分享

丰收喜悦。眼下正值红薯苗移栽

黄金期，广袤田野里，科技赋能的

红薯种植新模式正让普通红薯变

身农户增收的“金疙瘩”。

在子平家庭农场，绿油油的

红薯苗铺满育苗大棚，空气中弥

漫着清甜的泥土气息。大白大地

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农

场负责人郝子平指着田间整齐排

列的垄沟介绍：“我们采用的‘西

瓜红’组培苗搭配大垄双行模式，

比传统一垄单行多种1300至1800株。垄

距拓宽后，不仅通风透光，还方便大型农机

作业。膜下滴灌既能保温保湿，又能减少

杂草虫害。”

“今年1000余亩地我们将全部采用新

种植模式，来订购薯苗的农户比往年多了

三成。”郝子平难掩兴奋。据了解，这种集

大垄双行密植与膜下滴灌于一体的种植技

术，不仅节约农资成本，还通过规模化种植

提高土地利用率。随着该模式的推广，太

谷红薯产业正走出一条科技兴农、产业富

民的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复制的

“太谷样板”。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醋厂

建成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

了。”5月26日，在寿阳县松塔镇松塔

村醋厂施工现场，村民张晓民一边看

着工人搅拌水泥、垒砖砌墙，一边乐呵

呵地算起经济账。

今年以来，松塔镇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沿着 24 公里廊带同步

推进生态、产业、基建三大工程，一幅

“村美民富”的乡村新画卷正从蓝图

走向现实。

走进松塔村醋厂项目现场，机械

轰鸣声与工人的吆喝声交织。“原幼

儿园旧址改造的醋厂已完成 35% 主

体建设，预计 9 月就能投产。”松塔村

党总支书记李丽鑫指着还在建设的

厂房介绍，“这个 85 万元的产业项

目，不仅可以盘活闲置资源，还能带

动 15 名村民就业。”不远处，烘干厂

二期项目也在同步推进，两大产业项

目将成为驱动松塔镇产业升级的“双

引擎”。

沿着廊带前行，松塔村路边的小

公园成为意外惊喜。新植的灌木高

低错落，粉色花朵在微风中摇曳，引

得蝴蝶穿梭其间。“地表清理、苗木种

植已全部完成，后续铺装工程也在加

速推进。”山西军伟龙鑫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负责人吴圆明介绍，松塔镇正

全力打造“1 个燃爆点+2 个重要节

点+3 个入村节点”，让廊带既有“面

子”又有“里子”。

“下一步，我们要把廊带建成生态

带、产业带、富民带。”松塔镇副镇长逯

宁表示，全镇将借鉴先进经验，对村庄

建设、环境整治、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谋

划，通过“包段、包村、包点、包项目”

工作法，破解工程推进难题，确保每一

处节点都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

如今的松塔镇，绿树掩映间，产业项目

拔节生长，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一幅

“景美、业兴、民富”的振兴画卷正徐徐

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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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及时电”
守护“希望田”

近日，在和顺

县松烟镇田润生

态农场里，工人正

在 采 摘 西 红 柿 。

近年来，该农场依

托 新 技 术 、新 理

念、新模式，一年

四季不间断种植

绿色蔬菜，促进当

地产业发展，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记者 程婧 摄

寿阳县松塔镇同步推进生态、产业、基建三大工程

建设“村美民富”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