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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支持，市场引导，服务到
位——

规模种植

今年 40 岁的武届，与土地真正打交道已有
20余年，是个稍显年轻的“老农民”。

2000 年，高中毕业的武届步入社会，在外
务工两年后，由于乡愁难解，便回来侍弄家里的
11亩责任田。

“苹果树、杮子树、桃树、中药材 ，我都种
过。果树管理比较麻烦，收入受市场行情影响
较大，我也不想天天被绑在地里。”武届讲起了
自己的种田史。虽然从小跟着生活在蔡高村的
奶奶长大，有农村生活经历，但干农活并没有他
想象得那么简单，因没人指导，他不仅没挣下
钱，反而还折腾进去了三四十万元。

蔡高村是一个有着 2280 口人的村庄，耕地
面积 6500 亩，农作物曾以苹果、甜柿为主，最高
时仅果树种植就有 3000 多亩。同样，蔡高村也
是周边村在外做面点生意人数最多的村庄，有
80%的村民外出，把家中无人管理的责任田流
转了出去。

王玉文就是最早流转责任田的村民。2005
年，他前往河北秦皇岛做糕点生意，便把家里的
10亩责任田流转给了武届。

常年在新疆经商的村民刘国胜，说服了 70
多岁的父母，把家里的 7亩果园流转给武届。

……
外出务工无法种地，年纪大了种不了地，果

树效益不好改种粮食……随着手中流转土地的
增多，2019 年，武届成立了临猗县武届家庭农
场。

拖拉机、播种机、施肥机等现代化农机相继
到位。经过多年的摸索，武届已攒足了种粮经
验。在他和爱人的精心管理下，1000 多亩耕地
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

“曾经很发愁，我总在想，靠着种地啥时候
能把欠的钱都还上。现在，我早还清了所有的
账，今年还给农场买了一台植保无人机和一辆
双排工具车。”武届激动地说，“感谢党、感谢政
府，让我靠种地致了富。”

看着武届靠种地赚了钱，一些有想法的村
民也纷纷流转土地成立了家庭农场、粮食种植
专业合作社。

蔡高村村委会主任王小雷掰着手指算了
算：“继武届家庭农场后，村里又先后成立了 7
个家庭农场和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武届家庭
农场的规模最大，武届也是最年轻的农场主。”

粮食种植渐成规模，蔡高村的产业结构也
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变化。

“现在，粮食种植面积有 4000 余亩，果树、
甜柿种植面积缩减到 2000 多亩，跟以前打了个
颠倒。”王小雷说。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种粮有钱
赚，才能激发种粮积极性，粮食安全才有更坚实
的保障。

近年来，临猗县深入落实农村承包地“三
权分置”制度，巩固拓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
颁证成果，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
转。

“我们印发了土地流转宣传手册，里面有新
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
转管理办法》等内容，多次进村入户宣传政策，
让农民深入了解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土
地流转的意义方式等，并推广农村土地流转合
同示范文本，规范合同条款，确保农民群众合法
权益。还在全县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培训
会、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会上，对土地流转政策进
行详细讲解，确保基层干部懂政策、农民群众敢
流转、市场主体能投资。”临猗县农业农村局局
长荆晓丽介绍道。

截至目前，全县家庭农场流转土地 9440.85
亩，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7500.2 亩。2020
年至今，全县粮食托管面积达到 30 万亩，服务
小农户两万余户，促进了粮食生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在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农业政策
的同时，临猗县委、县政府紧盯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将粮食生产面积、产量任务分解到各乡镇，
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并签订了粮食生产目
标责任书。

“我们严格按照粮食生产目标部署，按季
节、分种类细化全年粮食生产目标，抓好粮食生
产，确保完成 2023 年粮食种植面积达 45 万亩的
目标任务。”荆晓丽说。

与此同时，临猗县全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以及中央农业
生产救灾资金等惠农补贴，2022 年共发放各类
补贴 10675.879 万元，缓解了小麦种植户的经济
压力，保障和调动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

从 种 到 管 到 收 ，全 链 条 赋
能 ——

提高单产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要提高粮食产量，
首要任务便是科技赋能打好种业翻身仗。

在临猗县猗氏镇小杨村的一块试验田里，
新播的玉米新品种已有 20多厘米高。

“这块试验田占地 13 亩，6 月份刚刚结束了
66 个小麦品种的试种，现在又种了 40 多个玉米
新品种。”山西爱科农家庭农场农场主姚海霞指
着一行玉米介绍道，这是禾源 919 新品种，具有
耐高温、抗病虫的优势。

去年，玉米成长过程中，前期因高温影响了
授粉；后期雨水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穗腐病。
今年在玉米新品种的选育上，农场主要针对耐
高温和抗病虫两个方面进行试种。

在“禾源 919”旁边，是山西农业大学的一
些试种玉米品种。

近年来，临猗县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种
植结构。

近几年开展小麦、玉米新品种试验示范，筛
选出适宜临猗县大面积推广的优质高产新品
种，小麦新品种有烟农 999、烟农 1212、晋麦 44
等 ；玉 米 新 品 种 有 沃 玉 3 号 、大 丰 30、蠡 玉 16
等。同时，临猗县继续开展特色小麦新品种试
验示范，助力优粮优产。

“特色小麦新品种试验包含黑小麦、紫小
麦、糯小麦等 8 个品种。”荆晓丽进一步解释道，
制作方便面、面包需要低筋面粉，包饺子需要高
筋面粉，蒸馒头需要中筋面粉。进行种植细分
后，不但对接市场更精准，而且提高了农民的种
粮收益。

除了进行新品种试种选优，山西爱科农家
庭农场对托管的 400 多户、1048 亩耕地提供了
全链条服务。

“从种到收每个环节的管理，我们已经形成
了一系列标准化生产流程。因为管理科学，农
场种出来的粮食，小麦单产基本都在 1200 斤，
玉米单产在 1300 斤到 1500 斤。”姚海霞说，农场
现有拖拉机 6 台、配套农机具 18 台（套）、收割机
6 台、植保无人机 10 架、高效打药设备 32 台、自

走式高地隙打药设备两台，持续、大量现代农业
设备的投入，为完成农业托管任务奠定了基础。

粮食单产的不断提高，还得益于耕地质量
和耕作环境的改善。

——2019 年到 2021 年，临猗县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 25.32 万亩，投入资金 3.65 亿元。田间道
路由原来的土路变成硬化路，耕作机械化水平
不断提高。

——积极探索秸秆“高值化”综合利用之
路，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去年，全
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量增加为 11.28 万吨。
其中，秸秆还田 28.2 万亩，肥料化利用 9.23 万
吨，饲料化利用 1.81 万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

——依托化肥减量增效、耕地质量保护与
提升等项目，大力推广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
肥、轮作休耕等耕地质量提升综合配套技术，进
一步培肥地力，逐步改善耕地质量。

……
同时，临猗县还积极争取果园机械化、智慧

农机项目落地落户，并不断增加农机具数量，提
高单台机具使用率，充分发挥了农机在农业生
产中的主力军作用，提高了机械化率。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发
展到 465072 千瓦，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发展到
392101 千瓦，汽油发动机动力发展到 22307 千
瓦，电动机动力发展到 50664 千瓦，拖拉机保有
量发展到 18941 台，联合收割机保有量达到 724
台，玉米收获机保有量达到 168台。

如今，全县各项农机作业水平有了稳定发
展，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 79.38%。其中小麦综
合 机 械 化 率 97.37%，玉 米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到
97.7%。

大麦水稻轮作、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

一田多收

小暑节气，气温飙升。临猗县红林种植家
庭农场农场主孟红林顶着烈日，在滩涂地给正
处于分蘖期的水稻打除草剂。

7 月 12 日中午，记者见到孟红林时，他刚刚
结束 1000 余亩水稻的打药工作。坐在地头树
荫下，他指着田间路上停着的一辆工具车讲道：

“看见车上那个水桶了吗，我一个人干，一天能
喷两桶药，拽着 100 多米长的水管，拿着喷枪打
药。不敢用无人机，周围还有莲菜等其他农作
物，用无人机的话会影响它们。现在打除草剂
五六天了，打了十几桶。虽然费劲，终于是打完
了。”

孟红林是江苏连云港人，因老家地少，他常
年在全国各地承包土地种水稻。2017 年，他来

到临猗，在孙吉镇屈村黄河滩涂承包了 1000 余
亩地种水稻，2019 年开始进行大麦水稻轮作。

“就跟小麦玉米轮作一样，大麦收割后，我
们紧跟着种水稻。水稻 10 月底成熟，平均亩产
有 1100 多斤。”孟红林说，大麦一般是每年 12 月
中旬播种，第二年 6 月 5 日左右成熟。今年雨水
多，大麦成熟晚，6 月 18 日才收获，产量比去年
少了一半。前两年，大麦平均亩产在八九百斤，
最高时有 1000 余斤，亩产比小麦稍微低点，但
大麦耐旱，好管理，种上后就不需要怎么操心
了。

红林种植家庭农场的这一轮作模式得到了
临猗县农业农村局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在黄河滩涂地引进南稻北种的基础
上，成功探索出大麦水稻轮作种植模式。去
年，我们又和山西农业大学临汾小麦研究所签
订合作协议，积极推广大麦水稻轮作技术，所
生产的大麦全部销往省内一家汾酒公司，在全
县粮食生产上率先实现了订单农业。”临猗县
农业农村局种植种业股股长王碧霞介绍道。

这一轮作模式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王碧霞
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前茬大麦平均亩产 489 公
斤，收购价按 2.6 元/公斤算，亩产值 1271.4 元，
亩投入成本 590 元，亩纯收益 681.4 元；复播水
稻平均亩产 551.1 公斤，收购价按 2.8 元/公斤
算，亩产值 1543.1 元，亩投入成本 591.7 元，亩纯
收 益 951.4 元 。 大 麦 水 稻 轮 作 亩 纯 收 益 在
1632.8元。

如此可观的经济效益，吸引了东张镇夹马
口村、孙吉镇薛公村等村的很多农户，他们纷纷
跟着种起了水稻。如今，临猗县 6.1 万亩滩涂地
正成为农民增粮增收的新亮点。

大麦水稻轮作是临猗县在解决粮食安全问
题的同时，兼顾农民增收的又一有益探索。

去年，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工作中，
临猗在全县确定了 10 个乡镇、16 个新型经营
主体为实施单位，积极落实地块、农机具、种
子等工作，项目区实施总面积达 1.5021 万亩，
玉米平均亩产 461.0 公斤，大豆平均亩产 63 公
斤，实现了“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
标任务。

“今年，我们将继续推进 1 万亩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此外，我们还和县果业发展中心
合作，在部分‘三新’果园进行苹果、油料作物套
种模式探索。”荆晓丽坚定地说，相信在各级各
部门的支持下，临猗的耕地面积会持续增加，农
民的种粮收益也将不断提高。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临猗县
因地制宜多举措支持粮食生产，对于保障粮食
安全和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古郇大地，“粮安”之花正灿！

本 报 讯 （ 记 者
朱 姝）为持续推进优
化营商环境，助企纾困
解 难 ，促 企 高 质 量 发
展，近日，河津市纪委监
委组织交通运输局，深
入河津市山西宏达集团
进行实地走访调研，了
解企业发展状况，帮扶
企业解决困难问题。

河津市纪委监委首
先 对 宏 达 集 团 运 行 情
况、运输实际流程进行
检查，并与企业负责人
以及相关负责同志进行
座谈，听取宏达集团相
关情况汇报。针对宏达
集团旗下鑫跃科工贸有
限公司需办理网络货运
资质面临的具体问题，
河津市纪委监委要求交
通运输局派专人进驻企
业，做好企业网络货运
的指导与帮助工作。河
津市交通运输局迅速行
动，衔接行政审批局相
关窗口，帮助企业完善
各项审批手续。同时对
企业进行政策解读、风
险评估专业指导，对标
对接省监管平台，对运
营系统进行测试完善，
确保企业网络货运健康
稳定发展，帮助企业实
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下一步，河津市纪委监委将聚焦优化营商环
境、民营市场主体培育，切实加大网络货运企业扶
持力度，督促河津市交通运输局等相关部门继续
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物流运营动态，帮助本地网络
货运企业做大做强，持续推动河津市物流货运行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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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 果）当前，进入防汛关键
期，芮城县古魏镇提前筹备、科学部署，用足用好
过往经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
防汛排涝各项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思想认识到位。召开防汛专题会议，科学部
署防汛防灾行动，要求镇村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坚
守底线思维，全面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准备工作，确
保防汛工作责任及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到位。

隐患排查到位。各村摸清底数，摸排本村在
滩区的生活生产人员情况，并建立微信群，实时推
送每日汛情；将居民撤迁明白卡送到滩区居民家
中，交给居民本人，提醒居民撤迁的重要性及必要
性。

应急预警到位。沿河各村完善预警机制，组
建应急队伍加强巡河，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巡河制
度；在沿河各路口、岸边设立警示标语，播放提示
音，时刻提醒群众保护自身安全。

芮城县古魏镇

“三个到位”
推进防汛工作

本报讯 美丽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振兴的
助力，发展村办企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
芮城县古魏镇刘原村村“两委”意识到，只有启
动产业振兴引擎，创新机制，夯实村集体经济基
础，才能全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于是，去
年 8 月份该村党支部书记张银虎牵头，创办了芮
城县丰禄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始了村办企业
发展经济的生产模式。

“生产基地原是本村小学的旧址，办过农村
旅游项目，开过农家乐，但由于缺少客源，相继
关门。”张银虎介绍，刘原村距离县城较近，有
着便捷的地理位置优势，村集体除了黄河滩地收
入，还应该寻找一条新的发展出路。

2022 年，张银虎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
进行市场调查，召开班子成员会集思广益，在网
上寻找信息，最终确定芽苗菜产业。在外出实地
考察后，由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
理，投资 20 余万元成立芮城县丰禄源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建成玻璃温室大棚 200 平方米，购买
芽苗菜的各种生产设备，由支部委员任鹏飞负责
生产技术，村“两委”成员负责销售。

张银虎说：“一开始我们的生产技术、培育环
境掌握不到位，培育出的芽苗菜口感不好。我们
通过向专家请教，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芽苗菜全
套生产技术，在今年春节期间投放市场，受到青
睐，销售收入 5 万余元。目前每天可以生产芽苗
菜 75 公斤到 100 公斤，不出县城就可以销售一空，
效益可观。”

目前，刘原村正在积极尝试花生芽生产技术，
丰富芽苗菜供应品种，预计投产后，每日利润可达
300 元 到 500 元 ，能 提 供 10 余 个 短 期 就 业 岗
位。

（董应赞 胡军荣）

小小芽苗菜 致富新门路

刘原村创办村办企业
壮大集体经济

7 月 11 日一大早，临猗县孙吉镇蔡
高村村民武届驾驶着崭新的双排工具
车，载着同样崭新的植保无人机，来到省
道小风线一带的田地里，为农场播种不
久的玉米喷施农药。

今年夏收，虽有阴雨天气搅扰，但武
届家庭农场的小麦仍取得平均亩产近
500公斤、最高亩产 600公斤的收获。武
届说，去年，农场的小麦单产最高 600 多
公斤，玉米单产最高 900 多公斤，年纯收
益达到 60万元。

如今，在临猗，正是因为有了“武届
们”的加入和全县种粮政策的支持，临猗
县的粮食种植面积、产量以及农民种粮
收益都在逐年增加——粮食种植面积从
2021 年的 34.19 万亩，增长到 2022 年的
34.88 万亩，增幅 2%；产量从 2021 年的
1.27亿公斤，增长到 2022年的 1.31亿公
斤，增幅 3%；农民种粮亩纯收益由 2021
年的 260.5元，增加到 2022年的 325.9元，
增幅 25.1%。

临猗县统筹推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临猗县统筹推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国家多得粮国家多得粮 农民多得利农民多得利
本报记者 冯婷婷 范 娜

上图：临猗县武届家庭农场内，武届在进行无人机植保作业。

下左图：姚海霞在试验田里观察新玉米品种的长势。

下 右 图 ：红 林 种 植 家 庭 农 场 千 亩 水 稻 地 刚 完 成 农 药 喷 洒 。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