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同镇“异地”产业项目，让搬迁
无地农民有地可种，有钱可赚；认定就业
帮扶车间，让脱贫户在家门口实现就地
就近就业，种地务工两不误；发放贴息贷
款，帮脱贫户扩大养殖规模，让他们的钱
包鼓起来，生活更上一层楼。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

去年以来，绛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为主题，因人因户精准施策，
对症下药，促进脱贫人口提升发展能力
和就业技能，实现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日前，记者前往绛县，深入部分产业
大棚、养殖场及农民合作社，探访该县在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上的创新之举。

同镇“异地”发展集体经济

目前正是草莓成熟季节。车辆驶入
卫庄镇新义村，道路两侧一个接一个的
草莓大棚令人目不暇接。走进一个大棚，
一股清香便扑鼻而来，只见绿油油的草
莓叶下，一颗颗鲜红的草莓长势喜人。大
棚的主人周卉正在弯腰采摘。

周卉是卫庄镇里册峪村人。曾经的
里册峪村地处深山，距城镇 35 公里，交
通不便，不宜耕作。2014 年，经过慎重考
虑，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对该村进行整体
搬迁的决定。随后，里册峪 309 户村民，
有 110 多 户 搬 到 了 卫 庄 镇 附 近 的 几 个
村，40 多户搬到了相邻的垣曲县，还有
一部分搬到了县城，极少数跟随子女住
到了市外。

“我家以前五口人，我们在山上养
牛、养羊。下山得走 25 公里山路，我们不
会开车，上下山全是步行。家里有 11 亩
地，山上冷，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搬迁
后，周卉和家人离开了深山，同时也离开
了自己的土地。

自从搬迁以后，里册峪村的村民在
山下没有自己的土地，部分年龄较大的
村民外出务工存在一定的困难，里册峪
村“两委”从实际出发，以帮助他们解决
就业、增加收入为主要目的，确定了“流
转土地跨村联营”的基本发展思路，帮助
村民在山下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

“新义村的草莓产业做得比较好，里册
峪村村民承包新义村的草莓大棚是多方受
益的事。有新义村的技术支持，里册峪村村
民经营大棚获得不少的收益，里册峪村也
有了集体经济收入，同时，新义村老百姓也
得到了土地流转费用。”里册峪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喜兵介绍道。

2022 年 ，绛 县 在 新 义 村 实 行 同 镇
“异地”跨村连营项目，在新义村流转土

地，建设了 7 个草莓大棚。大棚建成后，
优先保证里册峪村脱贫人口承包，由新
义村的草莓专业合作社带动，为村民提
供相对稳定的生产经营性收入。

有着 7 年草莓种植管理经验的周卉
积极申报，承包了其中的 3 个大棚。经过
数月的悉心经营，她的草莓大棚取得了
良好的收益。

“一个大棚一年纯收入有三万元左
右。”周卉说，除了经营 3 个草莓大棚，她
还养了 1 头牛、8 只羊。6 年前，爱人去世，
她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现在政策
好了，家里负担也小了，年收入是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

在严格防止耕地“非粮化”、土地经
营权优先用于粮食生产的大背景下，绛
县创新发展同镇“异地”产业项目模式，
将持有扶持资金但没有土地条件的脱贫
村与拥有土地条件的村结合起来，共同
组成管理委员会，按协议收益共享，实现
了优势互补，解决了乡村产业发展用地
难题。

目前，绛县已形成了卫庄镇新义村
草莓示范园区、陈村镇郭家庄村大棚蔬
菜示范园区、安峪镇下柏村水果产业示
范园区等同镇“异地”规模化示范园区。

“我们将继续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进
一步扩大产业示范园区规模，增加各村
集体经济收入。”绛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主任解辉说道。

帮扶车间助自由就业

在冷口乡宋东村一就业帮扶车间，
二十几名村民围坐在数张放置着柴胡的
桌边，动作麻利精选柴胡根。一边，隆隆
作响的中药材筛选设备前，两名工人挥
着叉子把身边的柴胡铲进去筛选。

脱贫户樊高级就是这两名工人中的
一个。

樊高级是宋东村人，今年 68岁，前些
年因腿有残疾，老伴有心脏病，家里因病
致贫，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后，他在
家里的10亩地里种上了粮食和中药材。去
年 3月，他到同村的绛县尧晟翔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从事中药材加工工作。

“我主要做第一道工序——中药材筛
选，就是把药材上的尘土、杂质筛选掉。在
这干活比较自由，农忙时，我就回家干地
里活，家里没活了就过来打工。一个月能
挣2000元左右，一年能挣两万元。”樊高级
指着车间外一个用塑料布围起来的大棚
说，“去年我们都在那个简易的棚里加工
中药材，遇到刮风、下雨就没法干活。现在
的加工环境，比去年好多了。”

去年 12 月，绛县认定尧晟翔中药材
种植专业合作社为就业帮扶车间。

合作社理事长樊斌介绍道：“就业帮
扶车间占地面积 800 平方米，钢架结构，
顶板采用透明阳光瓦，在中药材初加工、
晾晒环节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不仅能够
遮风挡雨，同时能防止产品遇到下雨天
引起霉变，保证产品质量。”

成立于 2021 年 4 月的绛县尧晟翔中
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始终以促进中药
材产业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致富为经营
理念，陆续种植黄芩、柴胡 200 余亩，激
发了老百姓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同时
为脱贫户、监测户提供不同的就业岗位。
现在，不论是田间管理，还是车间生产，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今天人少，只有二十来人，我们车
间最多的时候有六七十人干活。我们的
工资按斤算，手快的村民一天能挣七八
十元。”樊斌说。

为解决脱贫户、监测户的务工就业
增收问题，去年，绛县认定了 11 个帮扶
车间，新增脱贫劳动力 61 人。同时，开展
脱贫劳动力技能提升培训，结合市场用
工需求，全面推行“订单式”培训模式，组
织开展“职业农民”等各类技能培训。加
大劳务输出力度，落实县外省内、省外脱
贫人口（含监测户）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

补助。
去年以来，绛县还大力发展樱桃、山

楂、中药材、畜牧养殖等特色产业，共实
施产业项目 19 个，带动 319 户脱贫户增
收，实现年人均增收 2850 元。

无息贷款促产业发展

在郝庄乡薛家洼小山村紫金山脚
下，脱贫户张宾宾建了一个拥有 120 多
只羊的养殖场。采访当日，还没走进张宾
宾的养殖场，就听到了“咩咩”的羊叫声。
羊圈里，一头头肥硕的羊正低头吃草。

张宾宾的父亲因患脑梗和冠心病，
留下后遗症导致行动不便，母亲高血压，
曾经仅支付父母的住院治疗费，张宾宾
家每年都要花去五六万元。

“2014 年，我开始在家里养羊，养了
十几只，刚开始时不会养，羊的成活率
低，再加上饲料支出费用高、市场行情不
稳定，一年下来不挣钱反而赔钱。我哥在
外打工，他家也有两个孩子，打工挣的钱
只够家里开支和孩子上学，要是给老人
看病就得借钱。”张宾宾回忆说，后来在
医疗政策、养殖补贴、务工补贴等各项政
策的扶持下，他们家慢慢脱了贫。

今年，张宾宾父母 65 岁了，二人的
病控制得还可以，只需每年冬天去医院
进行巩固预防治疗。

2022 年春，中国邮政运城市分公司
驻薛家洼小山村工作队宣传了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政策，贷款 5 万元以内利息全
部补贴，让因资金限制无法扩大规模的
张宾宾看到了希望。他很快贷款 5 万元，
在村头买了一块地，建厂房、窑洞，养的
羊从十几只增加到一百多只。

“现在这批羊已经开始销售，一年的
收入有 7 万多元。”张宾宾高兴地说，哥
哥也进军养殖业，在另一块地养猪。他们
家还买了车，孩子们放假了，在乡里一银
行网点当营业员的爱人会带着孩子们过
来团聚。

除此之外，张宾宾还经营着家里和
亲戚家的 30 亩地，种植玉米、小麦，还种
了 5 亩中药材。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
了。

绛县聚焦产业和就业，着力用发展
的办法，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发展差距，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
力。该县加大对脱贫户小额信贷政策宣
传力度，充分发挥小额信贷支持产业发
展的引擎作用，通过逐村设立政策公告
牌等多种方式，切实做到“应贷尽贷、能
贷尽贷”。2022 年，绛县银行机构全年发
放小额信贷 553笔 2616.72万元。

同时，绛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组织乡
镇按月排查所有农户，召开动态监测预警
工作联席专班会议，启用“防返贫致贫预
警系统”核实预警线索7280条，调整“电子
政策牌”功能，共录入建档立卡户享受政
策 7万余条。该县结合“两不愁三保障”和
收入增幅，综合研判识别监测对象246人，
采取一户一策，精准帮扶的做法，帮他们
巩固脱贫成果。2022年，实现脱贫户人均
纯收入11941元，增幅16.42%。

绛县共有 27 个脱贫村，截至 2022 年
年底建档立卡脱贫户 5715 户 17672 人，
监 测 对 象 458 户 1333 人（脱 贫 监 测 户
275 户 794 人，边缘户 177 户 519 人，严重
困难户 6 户 20 人）。其中风险已解除的
351户 1003 人。

此外，该县还建立了 1 个县级消费
扶贫超市，签订了运城市消费帮扶合作
协议；2 个消费扶贫专馆，3 个消费扶贫
直营店，在县城西菜市场设立了 2 个消
费扶贫摊位，建立产销对接经营主体“绛
县县委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消费扶贫专
馆”。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共实现消费
帮扶 125.6万元。

“我们采取的这一系列举措，目的就
是让脱贫劳动力能够把‘饭碗’端得更
稳，收入持续增加，有更多的幸福感和收
获感。”解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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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今年以来，平陆县常乐
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紧
紧围绕全县“一三三五”总体发展思
路，以全镇为单元，全域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农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美
丽富裕新常乐。

纲举目张，注重顶层设计引领，
扛起绿色发展“引领旗”。制定出台

“十四五”时期常乐镇“一一五二”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农业绿色发展
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精准制定畜
禽养殖生态治理、农田土壤污染防
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等系列意见，
全面落实农业绿色发展措施。始终坚
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加强宣传
引导，大力弘扬绿色发展理念，强化

示范引领，突出环境倒逼，让农业绿色
发展成为全镇上下的普遍共识和广大
农业经营主体的自觉行动。

以点带面，大力实施优势果蔬种
植，高举特色产业“示范旗”。坚持面上
推进与示范创建并举，通过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分级创建方式，推进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村建设。重点发展常乐镇
车村优质葡萄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
设车村叶菜、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通
过以点带面，在全镇推广叶菜、辣椒、
黑籽石榴等农业产业，不断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带动群众就近就
业和增收致富。

点面结合，打造沿黄生态旅游线，
挥好农旅融合“振兴旗”。围绕创建黄
河流域（运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利用沿黄三滩村独有的古
窑洞群系资源促推农旅融合发展，打
造沿黄生态旅游线。跳出圈子，开阔
思路。积极外出考察交流，加强与相
关投资企业的交流沟通，学习其他省
份成功经验，确立高品质农业产品发
展方向，规划“美丽乡村+特色产业+
农旅融合”的发展思路，走出乡村振兴

“新模式”。挖掘潜力，闯出新路。充
分利用三滩村交通便利、窑洞众多、特
色显著的优势，打造沿黄三滩村特色
古窑洞旅游景区，吸引游客，增加收
入。积极引进蛋白桑品种，发展桑叶
种植，根据其抗干旱、耐严寒、抗风沙
的特点，依托该镇土地资源状况，利用
荒沟、荒坡大规模种植，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 （荆姣姣 杨 梅）

平陆县常乐镇

农 旅 融 合 打 开 绿 色 发 展“ 新 视 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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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
生产的核心竞争力。山西普盛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盛种
业”）从成立伊始的引进优质种子，
到与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种子，一路
走来，成绩斐然。

普盛种业创建于 2015 年，位于
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创建
以来，公司一直以提升种子品质、提
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
短短数年间，就从一个代理销售小
麦、玉米、大豆种子的公司，发展到
如今集培育研发、试验、繁育生产、
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公
司。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备耕的关
键时期。3 月初，记者见到了刚从
外地考察回来的普盛种业董事长肖
波，以及刚刚结束在海南进行玉米
授粉工作回到运城的测试员贾老
师，听他们讲述了公司在种子研发
方面的坎坷和成绩。

锲而不舍培育优质小
麦种子

种业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保障。运城作为山西省粮食主产
区，引进、培育优质种子显得尤为重
要。

2018 年，普盛种业开始小麦新
品种研发。为引进新品种和新材料
交流，肖波跑山东、到河北，往科研
院所跑、往大公司跑、往试验田跑，
笔记本记了几十本。为推广一个新
品种，肖波前往临汾、运城的各县、
市，跑山地、跑平川，就为找到最适
宜种子生长的土地。通过不懈的努
力，公司先后引进推广小麦品种衡
S29、济麦 23、济麦 44、太麦 198、济
麦 38、济麦 55、泰农 18等。

“好品种是一个企业的生命。
这几年我到处跑，一年中大量的时
间都在跟科研院所、同行交流学习，
只为能为运城、为公司寻找更好的
小麦品种，提高亩产量，让农民增
收。”肖波说。但小麦的生长周期较
长，新品种研发的周期也比较长。
研发人员在发现一个苗头组合后，
往往需要鉴定、试验，等它审定成为
新品种并推向市场，需要 8 年—10
年的时间。

普 盛 种 业 在 全 市 有 3 块 试 验
田，分别是运城盆地灌区、峨嵋岭台
地 扩 浇 地 ，以 及 永 济 灌 区 ，共 780
亩。为了培育出优质高产的小麦新
品种，普盛种业每年都在锲而不舍
地试验。

付 出 终 有 回 报 。 2022 年 夏 收
时，由山西农业大学高志强教授为
组长的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成的
相关专家组，对普盛种业优质小麦
新品种展示示范区的“济麦 38”高
产 点 进 行 了 实 收 测 产 ，实 收 面 积

3.48 亩，平均亩产 834.78 公斤，刷新我
省水地冬小麦高产纪录。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继续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作为山西省
小麦种子生产销售企业之一，普盛种
业在不断完善公司的研发体系。目
前，公司拥有完整的仓储、加工、晾晒、
检验等办公场所和多条完整的种子生
产线，日加工包衣种子能力在 100 吨
以上。系统建立了完备的质量管控体
系，确保种子质量安全。从各方面保
证小麦良种良繁精加工工作。同时建
设了两个总面积超过 500 亩的新品种
筛选展示实验站，连续 3 年承担多个
联合体试验任务，以及省级、市级新品
种展示项目。建成了小麦良繁基地
1.8 万余亩，承担并完成多项小麦供种
项目任务。

海南试验促进玉米种子
研发

在小麦种子研发取得不凡成就的
同时，普盛种业也在摸索着玉米新品
种的培育。

2019 年，普盛种业在海南建立了
近 10 亩的玉米繁育加代基地。在基
地做加代、测配试验成了贾老师等一
批研发人员的重要任务。

“为加快育种，缩短培育时间，我
们一年种两茬玉米，在运城种一茬，在
海南种一茬，在海南主要做繁育材料
的加代工作。”贾老师说，他们把优选
的材料拿到海南加代，大多材料需要
6 代 —8 代 才 能 稳 定 ，进 行 新 组 合 培
育。

为做好玉米新品种研发工作，贾
老师和其他同事一年要在海南基地生
活 4 个多月，今年的授粉工作正好和
春节“巧遇”，大年初一他们还在试验
田套袋授粉。

“每年我们都要到海南做材料加

代试验。”贾老师说，为了加快玉米新
品种选育，要经过“南繁北育”一年内
完成两季或者三季加代种植，往往也
需要 5年—8年时间。

贾老师翻出手机，向我们展示了
他们在海南套袋授粉的视频。视频
里，一名工人穿梭在绿油油的玉米地
里，动作娴熟地在给玉米授粉。

“套袋的目的是玉米授粉不被其
他花粉感染，定向授粉。我们要做一
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有材料加代、
有测配、有小复制、有大复制，工人做
完我们还要一株一株地检查。一亩地
能种 3000 株到 4000 株玉米，一个人 1
天要授粉套袋 1000 株以上，这个过程
麻烦得很。”贾老师说。

在贾老师团队的努力下，普盛种
业的试验田里，玉米新品种每年都有
高产组合出现，亩产最高能达到八九
百 公 斤 ，而 普 通 夏 玉 米 的 亩 产 只 有
400公斤到 600公斤。

2022 年，普盛种业与兄弟公司合
作审定的玉米品种先基 99，通过了山
西省省级审定。今年开始，公司要在
运城、临汾等地布点 1000 多亩种植先
基 99，同时，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地
布点试验，办理引种备案事宜。

“在外省必须要按规定进行一年
适应性试验，达到当地的标准后，通过
引种备案后方能在各地推广。”贾老师
解释道。

如今，普盛种业研发的盛育 801、
盛育 901 玉米新品种，已进入山西省
第二年区试试验。今年，公司新研发
的先基 369、盛育 804、盛育 805 等玉米
新品种已申请进入省级审定试验程
序。

“我们会继续跟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国内
顶尖的科研院所加强联系，交流学习，
把更多的优良品种研究出来，推广出
去。”肖波说。

振兴农业“芯片”的普盛实践
本报记者 范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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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卉 的 草 莓 大 棚
内，运城市广播电视台
驻村第一书记在展示消
费帮扶记录。

新认定的冷口乡宋
东村就业帮扶车间内，
村民们在筛选柴胡。

郝庄乡薛家洼小山
村张宾宾的养殖场内，
张宾宾在给羊喂饲料。

本组图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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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员贾老师在查看试验田内培育的小麦新品种长势。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