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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快搭

把手，这筐西瓜足有30斤。”6月21日，在

太谷区阳邑乡郭里村张武家庭农场西瓜

种植基地，种植户武安英擦着额头的汗，

笑着对记者说，“今年用了新技术，西瓜

又大又甜，订单都排到下周了。”眼下正

值西瓜上市季，这片30多亩的基地里，浑

圆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藤叶间，一辆

辆货车满载着“甜蜜”驶向各地市场，勾

勒出一幅热闹的丰收图景。

作为太谷区西瓜特色种植的优势代

表，张武家庭农场今年成了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基地。“您尝尝这个京嘉301品种，

沙瓤多汁，甜度能到13度。”该农场种植

人员说道。来自太原小店的老顾客王女

士边挑选西瓜边竖起大拇指，“我每年都

来买五六次，这次先拉500斤回去给朋友

尝尝鲜。”据了解，该农场通过与山西农

业大学、太谷区科协合作，试种的京嘉

301、美都和彩虹西瓜大获成功，头茬瓜

预计亩产8千斤左右，眼下已开启采摘销

售，预计7月中旬就能完成头茬采收。

“我们重点示范土壤改良和水肥一

体化技术，光是土壤调理就用了生物菌

剂、蚯蚓粪等6种材料。”该农场负责人

张江指着田间的滴灌设备介绍，作为太

谷区农业农村局选定的示范基地，这里

不仅要种出好瓜，更要探索出可复制的

种植模式。“后续我们计划统一提供种

苗、肥料，手把手教村民标准化种植，让

郭里村的西瓜成为乡亲们的‘致富金

瓜’。”望着一车车即将发出的西瓜，张

江眼里满是期待。

本报讯 （记者 王

爱媛） 日前，记者走进昔

阳县三赫农牧有限公司的

标准化牛舍内，120余头西

门塔尔牛悠然自得，正享

用着定制饲料。

近年来，昔阳县孔氏

乡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大

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巧

妙盘活闲置资源，以“生态

循环+规模发展”的特色模

式，发展起了肉牛养殖产

业，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相得益彰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这个品类的肉牛生

长快、肉质好，很受市场欢

迎，预计每年能繁育优质

牛犊80头左右。”昔阳县三

赫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军说。

作为一家现代化农牧

企业，昔阳县三赫农牧有

限公司专注于西门塔尔牛

繁育与生态循环养殖。公

司位于孔氏乡丁峪村，占

地10亩，建有1800平方米

标准化牛舍，配备智能温

控系统，为肉牛营造了舒

适的生长环境。目前，公

司现存栏能繁母牛100头，

年繁育犊牛可达 70 余头，

不仅推动了产业发展，还

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拌料、喂草、

添草、清理牛舍、加水，工资还不低，挺

好的。”该公司工人张富明说。

“养殖 + 种植”联动模式是该公司

的一大特色亮点。公司每年产出的

200 余吨牛粪，全部被转化为有机肥，

无偿供应给周边 200 亩樱桃园。这一

举措既帮助种植户大幅降低了肥料成

本，又实现了养殖零污染，真正做到了

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了企业与农户的

双向互惠。

张军表示，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扩

建牛舍，根据西门塔尔牛不同生长阶段

的营养需求，实施分群管理、精准饲喂，

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型升级。

在孔氏村鑫坡养殖专业合作社，

1500平方米的养殖基地同样生机勃勃，

百余头西门塔尔牛茁壮成长。

该合作社充分挖掘闲置资源潜力，

对闲置养殖圈舍进行科学改造升级，建

成占地约7亩的现代化牛舍，致力于优

质西门塔尔牛的集约化、科学化养殖，

为市场输送健康安全的牛肉产品。

如今的孔氏乡，肉牛养殖产业发展

势头迅猛，呈现出多点布局、稳步推进

的良好态势。全乡已累计培育12家新

型经营主体，优质肉牛存栏量达400余

头。在产业发展进程中，孔氏乡积极探

索出秸秆饲料化、牛粪肥料化的循环利

用模式，有效破解了秸秆处理难题，降

低了养殖成本，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

用，让村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

带来的红利。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这台

挖机得再挪半米，新圈舍的排水系统一

定要做好。”6 月19日傍晚，寿阳县尹灵

芝镇山南村杨树沟的梅花鹿园改扩建

现场，山南鹿源养殖场负责人梁治国一

边紧盯施工进度，一边向记者介绍，“100

万元升级改造资金已全部到位，6700平

方米养殖圈舍和840平方米产品加工区

即将完工，未来这里将实现‘养殖 - 加

工 - 销售’一体化。”

这座集养殖、观赏、研学于一体的

特色园区，自2021年投200万元落地后，

便迅速成为当地的“明星项目”。目前

园区内养殖公鹿20只、母鹿15只、幼鹿

15只、育成鹿9只。每逢节假日，游客们

漫步养殖区，既能观赏梅花鹿优雅踱

步、幼鹿嬉戏觅食的场景，还能与鹿群

亲密互动，购买鹿茸片、鹿血酒等特色

产品。带着孩子来研学的张女士说：

“在这里，孩子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了解

梅花鹿养殖知识，还能买到新鲜的鹿产

品，特别有意思。”

此次改扩建工程瞄准产业升级

“精准发力”。梁治国指着施工图纸介

绍，新建圈舍采用现代化设计，在通

风、采光、防疫等方面进行全面优化；

即将落成的产品加工区将实现鹿茸烘

干、鹿血提纯等初加工工序本地化，后

续计划推出定制养生酒、高端礼盒装

等产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

品附加值。

项目完工后，将为当地创造多个

就业岗位，村民可参与养殖、加工、旅

游服务等工作，为村集体带来新的经

济增长点。山南鹿源养殖场相关人员

表示：“梅花鹿正从观赏‘萌宠’变身

致富‘法宝’，我们相信，这头‘致富

鹿’能带领村民走上产业振兴的康庄

大道。”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再

快些，雨云还有半小时就到。”6 月 20

日正午，介休市宋古乡南桥头村麦田

里，党员农机手李建军紧握着方向盘，

金黄的麦穗在收割机轰鸣声中化作粒

粒归仓的粮食。“多亏‘农田管家’24

小时待命，不然这片熟透的麦子可要

遭殃。”南桥头村相关负责人抹了把

汗，指着田埂上穿梭的党员服务队感

慨，“从抢收到晾晒，他们特别上心。”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三夏”攻坚战

中，宋古乡以党建为引领，编织起一张

守护丰收的“红色网络”。

“三夏”时节，宋古乡的麦田里处处

跃动着“志愿红”。在洪善村晾晒场，党

员赵大姐正用测温仪检查粮堆温度，

“湿度超过 13% 就要翻晒，一点马虎不

得。”她身后，“晾晒保障服务队”的红旗

迎风招展，20余名党员正协助农户摊开

刚收割的小麦。“往年最怕下雨，现在党

员带着农机来收、帮忙找场地晒，我们

非常安心。”种粮大户张师傅笑着竖起

大拇指。据悉，介休市宋古乡组建的服

务队已累计解决农户“晒粮难”问题 30

余件，保障1.2万亩小麦安全入仓。

“收割机突然熄火了。”接到求助电

话不到 20 分钟，由党员技术骨干组成

的流动维修队就赶到了北坛村田间。

流动维修队相关负责人在滚烫的机器

旁，熟练地调试零件：“‘三夏’期间，我

们24小时待命，全乡农机的‘健康状况’

都在掌握中。”这是宋古乡“农田管家”

联合指挥部高效运转的一个缩影。该

指挥部整合农技、电力、交通等8个部门

力量，不仅绘制“抢收作战图”科学调度

农机，还协调粮库开辟“绿色通道”，确

保新粮即收即卖。

“党员干部多跑腿，群众就能少操

心。”宋古乡相关负责人望着装满麦粒的

粮车，眼神坚定，“我们要把‘农田管家’

模式打造成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金字招

牌，让每一粒粮食饱含群众的获得感。”

如今，随着最后一片麦田完成收割，宋古

乡的“三夏”战役落下帷幕，而那抹闪耀

在田间地头的“党建红”，正成为守护粮

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的永恒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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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鹿”领航产业振兴

寿阳梅花鹿园改扩建 拓展富民新“鹿”径

科技种出“致富瓜”太谷西瓜产销旺

收割机作业中 通讯员 张晓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