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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沙遍地，到生态焕发蓬勃活力；从“有
女莫嫁风口汉”的贫困往昔，到别墅洋房建不停
的繁华今朝；从集体经济一穷二白，到实现数十
万元收入的华丽蝶变……

近年来，平陆县张店镇风口村紧紧围绕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目标，以村企联动发展
绿色生产力为突破口，积极探索产业带动、资源
撬动、服务驱动等发展模式，成功实现了规划先
行、路子找准、群众致富、经济活跃的发展目标，
奏响了风口村乡村振兴的壮丽乐章。

日前，记者前往风口村，近距离感受该村的
发展活力和生态的独特魅力，见证这片土地上
的勃勃生机。

“单一”到“多元”
产业带动促民增收

春 暖 花 开 ，风 口 村 桃 花 源 的 桃 花 如 约 绽
放。3 月 26 日，记者来到这里时，这儿随处可见
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或浇灌，或剪枝，或嫁接，
其中一名工人操作着一辆农药喷洒弥雾机在为
桃树打药。

随着弥雾机的缓缓前行，药罐里的药液以
气雾的形式被喷到两侧的桃树上。远远望去，
青绿色的机身，白色的气雾，弥雾机犹如梦幻的
蝴蝶般在桃树间飞舞。

“现在是桃花露红期，你看这花骨朵再过两
三天就开花了。我们得趁着这个时间赶紧打杀
虫杀菌药，防止病虫进入花苞。”山西中农乐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乐”）总经
理、桃花源基地负责人胡肖龙捏着一个含苞待
放的花骨朵解释道。

2017 年，风口村凭借海拔高、昼夜温差大，
能种出甜果子的优势，再加上交通便利等条件，
被中农乐选为精心打造中农乐桃花源的理想之
地。中农乐在风口村流转了 1300 亩土地，同时
成立了桃树研究所，根据风口村的土壤、气候和
市场需求，对适合种植的品种进行研究、筛选。

“刚开始，我们在这里种了白桃、黄桃、毛桃
等七八个品种，经过这几年不断的种植试验、研
究示范，淘汰了一批又一批，最终选定了既好
吃，又好卖，还适合长途运输的枣油桃系列品
种。”胡肖龙颇为自豪地说，现在桃花还是花骨
朵呢，就已经有客商下单了。

桃花源的创立，不仅为企业开辟了更多的
创收途径，也为风口村的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
务工的便利条件。

胡肖龙介绍道，平时基地有二三十个固定的
工人。在疏果、采摘的时候，需要的工人比较多，
有一二百人，用的都是本村的工人，方便一些。

采访当天，记者碰到了 3 名工人正忙着整理
修剪下来的树枝。只见她们手握一根较长的树
枝，将地上横七竖八的树枝挑到一起。

风口村村民王中翠就是其中之一。
“2017 年这个基地成立我就在这儿干活了，

到现在已经 7 年了。每年都是从 3 月份开始干
活，一直到八九月份，疏果、整理树枝这些活我
都干。工资按天计算，每天工作 8 小时，能挣 100
元。”王中翠说，她家的 20 亩地都流转给了桃花
源，她家有 6 口人，除了她在家门口务工，其他家
人都出去了。土地流转后，流转费用加上一家
人的务工收入，比种粮食的收入要多很多。

风口村共有耕地面积 3800 亩，主要以种植

业为主，近年来，开始发展露地西红柿、小麦、
桃、柴胡、黄芩种植等特色产业。依托中农乐风
口桃花源基地，流转土地 1300 亩，通过征收土地
流转服务管理费及组织群众务工的方式，每年
可提供 180 个务工就业岗位，实现了产业带动群
众共同致富的目标。

2022 年，风口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风口村
番茄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模式，实现了从育苗、种植、管理、采
摘、包装到销售的一条龙保姆式服务，现已投入
资金 48万元，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

桃、西红柿、中药材种植等产业的相继发
展，使农民摆脱了单一种植模式，实现了经济收
入的多元化。这些产业，也为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开辟了新渠道。

“荒坡”变“绿洲”
资源撬动实现“三赢”

在风口村村北，风口驿农林旅康养小镇正
在紧锣密鼓建设中。走进小镇，工人正在热火
朝天地施工，农产品展示中心的框架已经高高
矗立，展示中心的雏形初现。几座造型别致的
星空房也已经拔地而起，为这里增添了一抹别
样的风采。

“这一块占地 500 多亩，以前这里都是荒坡
荒地，如今我们在原有地块上进行了整理，并作
了适当改造，把它打造成康养小镇。环境好了，
人就能留下来了。”风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王波龙介绍道。

风口驿农林旅康养小镇是一个由山西风口
巨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山西风口绿色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的农林旅康养示范项目。
项目的市场目标定位是集餐饮、住宿、休闲、采

摘及体验服务于一体，为游客提供不一样的乡
村时尚旅游新体验。

王波龙介绍道，这个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
分三期完成。一期投资 1000万元，在今年“五一”
前完成整体项目框架构造，将建成风情谷、霍比
特小屋、供销社、平陆农产品超市等；二期投资
1000万元，完成森林人家一米菜园、智能大棚、农
耕体验馆、民俗博物馆、孔雀栖息地、露营区、网
红雪域小院、儿童游乐园、集装箱小院的建设；三
期投资 1000万元，打造房车营地，建设会议中心、
培训中心及太空舱等设施。

项目落成后，可直接为风口村及周边村镇
解决数百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可以增加风
口村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人来这里游玩，从而
带动全镇其他产业的发展。

“我们撬动了村里 500 多亩的荒坡荒地资
源，不但要建设风口驿农林旅康养小镇，还要建
设风口山森林康养基地。这是今年我们要重点
打造的两个项目。”王波龙说。

风口山森林康养基地位于风口村万亩油松
林旁。从基地观景台望去，清晰可见运城盐湖
的景致。基地海拔 960 米，春夏时节，这里林木
葱郁、山峦叠翠、鸟语花香，森林松海云雾缭绕，
林间栈道错落有致。基地植被丰富、林木耸立，
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极高。

王波龙说：“风口山森林康养基地总占地面
积 1500 亩，建设项目包括森林氧吧、康养步道、
自行车骑行、森林瑜伽、森林书屋、森林露营地
等。我们利用基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
优势，将它打造成集生态旅居、康体养生、乡村
休闲、文化体验、运动康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森林
康养休闲度假地。”

此外，村里还聘请了瑞小仙文旅规划团队
入驻，由对方全权负责在这里打造多处网红打
卡地，同时在松树林下设置数十个小凉亭。游
客来此，便可以在这里看书、喝茶、聊天、乘凉。

王波龙表示，村里所有项目建设的用工都
来自本村人，未来的经营人员也将优先考虑本
村人。通过与合作公司共同开发项目，不仅村
里人能够获得务工机会，村集体也能够受益，从
而实现“三赢”的目标。

“劣势”变“优势”
服务驱动引人定居

风口村有一句俗语流传至今：“风口一场
风，从春刮到冬。”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彻底的改变，这场“风”已然成了当地经济腾飞
的强劲动力。

行走在风口村，耳边是各个项目的施工声，
入目是一幢幢别墅、连体洋房和复式单元楼。

“以前，风口风大，太冷，没有人愿意来。但
这几年，我们把劣势转化为优势，借助风口的
风，吸引附近的人们来这里定居消暑。别墅、洋
房、单元楼等都是为他们建的。”王波龙说，如
今，知道风口的人越来越多，来村里买房定居的
人也与日俱增。

依据避暑康养发展规划，风口村充分发挥
“风口凉都”的品牌效应，先后吸引了 5 家企业在
村内建成高端康养小区，成功吸引 2000 余名“新
移民”入住。生活区共分为 4 个小区，分别是康
养小区、移民小区、连体洋房区和公寓楼区，共
有 500多套住房，其中三分之二已有居民入住。

为了给这些“新移民”提供良好的居住体
验，村党支部依托康养小区，由村集体联合北京
欧晟洁成立物业管理公司，为居民提供安保、保
洁、家政等各类服务，不仅有效带动 60 名闲置劳
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而且物业收入的 40%归入
了村集体。

采访当天，正值村民解章水在别墅区值保

安班。看到有人进入小区，他十分负责地仔细
问询。当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他笑着说，自己在
这儿上班有 4 个月了，一个月工资 1500 元，他与
另外一名村民轮班，一人半个月。

“我家还有五六亩地，今年准备种春玉米，
在这儿上班也不耽误地里活，现在都是机械化
耕作，一两天就能种上。有了这份工作，家里也
多了一项收入。”解章水说。

王波龙介绍道，在酷暑天，风口村比运城中
心城区、平陆县城气温相对低 5℃—8℃，是纳凉
避暑的胜地。“五一”前后，大多数住户会回来入
住。平时，生活区只有四五十名服务人员。到夏
天，需要的保洁、保安也多，最多的时候，需要 100
多人。

这几年，风口村村集体成立了山西风口巨
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股东均
为全村 817 名村民。随着与各农业企业、旅游公
司、物业服务公司合作的深入，2022 年，风口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5.8 万元。去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 50 万元，今年，全村正朝着 100 万元的
目标努力。

“村里以前穷，村集体更是一穷二白。现在
村集体经济收入已经有数十万元，我们准备给
村民分红。”王波龙谈着村里下一步的规划。

结合千亩油菜花、万亩油松林、观光采摘
园、冰雪雾凇景，风口村计划发展春夏秋冬四季
休闲体验游，探索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露营避
暑、秋季丰收采摘、冬季玩转冰雪四种季节性主
题活动。这些活动均由山西风口巨达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专业化运营。

近年来，风口村荣誉不断，先后荣获全国村
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单位、省乡村
治理示范村、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先进村、省清
廉村居建设示范单位、2023—2025 年省卫生村、
运城市首批“五面红旗”示范村等称号。

本报讯（记者 雷登攀）今年以来，河津市樊村
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的重中之重，全面开展“百日攻坚”行动，以实际行动
提升广大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该镇制订实施方案，明确工作重点，综合运用卫
生示范点制、积分制等工作机制，形成“层层负责，人
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创建氛围。通报各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各村下发《樊村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聚焦

“百日攻坚”行动中垃圾乱堆、污水横流、厕所革命专
项整治，“三线”和再生资源（垃圾）回收站点规范整

治，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等工作要
点，逐一逐项细化安排工作措施。

下一步，樊村镇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切实增强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
持从优中学、从乱中治，切实提升环境卫生的第一印
象，继续精细化网格管理，建立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治成效可
持续。同时，积极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理念深入人心，凝聚起“村庄是我家、
清洁靠大家”的共识，真正让群众成为人居环境整治
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河津市樊村镇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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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是超市，中午是果品批发市场，下
午 又 是 超 市 ，这 段 时 间 ，甜 瓜 走 货 供 不 应
求。”3 月 29 日，在盐湖区朝辉家庭农场，农
场主柴朝辉边忙着招呼客商，边高兴地说。

3 月，朝辉家庭农场的大棚甜瓜率先上
市，比露地甜瓜早了两个月。29 日，记者走
进该农场的甜瓜大棚，阵阵瓜香扑面而来。
只见在翠绿藤叶的掩映下，甜瓜白绿相间、
油亮饱满，令人垂涎。此时，工人们正忙着
采摘、套袋、装箱，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我从事甜瓜种植已经有五六年时间
了，2021 年成立家庭农场，专注于种植博洋
9 号品种。”柴朝辉介绍道，他的家庭农场主
要种植大棚甜瓜和黄瓜，采用轮作模式。每
年 12 月份下旬开始种植甜瓜，一直到来年 7
月份下旬。甜瓜下市后，他们会进行拔蔓、
修棚和整地等工作，到 9 月份开始种黄瓜，
直到 11月份下市。

博洋 9 号是盐湖区果蔬发展中心近年
来引进的甜瓜新品种，由于甜度高、口感好，
且上市早、耐储运，一经上市就俘获了一大
批忠实的“吃瓜群众”，销路十分好。

采访当天，来自运城市宇龙果品批发市
场的客商潭阁在地头装瓜。“我们跟朝辉家
庭农场合作 6 年了，他们的甜瓜口感好，很
受市场欢迎。”潭阁说。

今年，柴朝辉家庭农场共经营了 7 个大
棚，每个大棚占地两亩，早熟甜瓜给农场带
来了丰厚的效益。

“一个甜瓜棚亩产近 5000 斤，毛收入在
5 万元左右。一天能采收四五千斤。每斤的
地头批发价是 8 块钱。”柴朝辉说，博洋 9 号

是从山东引进来的，但在运城种出来的却比
在山东更好吃，因为运城的土壤条件好，昼
夜温差大。该家庭农场与中心城区的荣河
1+1 生鲜超市、万荣宜家超市、各果品批发
市场等都有合作。

农场的发展也给周边村的村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盐湖区金井乡赤社村村民胡玫瑰

就是其中之一。她一边用剪刀剪下蔓上的
甜瓜，一边说：“我在这里干活已经五六年
了，每小时能挣 13块钱。”

据了解，农场平时有 7 名工人，在种植、
吊秧、下果、装果等时期需要的工人多一些，
目前农场里有十几个工人，他们都来自附近
的村庄。

盐湖甜瓜 抢“鲜”上市
本报记者 范 娜

春耕春播忙，不负好春光。眼下正值春耕春播
关键时期，在新绛县古交镇古交村的一片田里，46岁
的张治国携同妻子及父亲张才元在承包地里赶种地
黄。

72 岁的张才元虽然鞋子上布满泥土，但精神矍
铄。他熟练地将磷酸二铵、硫基复合肥等肥料搅拌
在一起，儿媳妇麻利地将其倒在肥料喷施器内，帮张
治国背在肩上，以便其辗转田间地头，为土地添加养
料。

张治国是新绛县横桥镇翟家庄村人，早年和妻
子一起外出打工，挣了一些钱。随着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的不断出台，他动了回家承包土地建设家庭农
场的想法，但附近村的土地都已被成片成片地种上
了中药材，很难再承包到空闲土地。前年，他经过多
方考察，到离家 20 公里远的古交村承包 80 多亩土
地，开始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播种希望。他承包的
土地每亩价格在 300 元左右，他修渠引水，平整土
地，先后投资了 30多万元。

张才元是种中药材的“好把式”，他能根据土壤
的成分、气候变化以及水利条件确定中药材的种植
种类。由于承包的 80 亩土地不连片，张才元就分别

种植地黄、黄芩、柴胡、远志等品种，有些地里还种上
小麦，他准备在小麦收获后，倒茬再种药材。

“去年至今，中药材价格一直呈上涨趋势，我种
植的地黄和柴胡卖了 8 万元，其他中药材卖了 5 万
元，一年下来，收入达 13 万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张治国说着擦了一把汗，露出开心的笑容，“药材大
都两三年后才成熟，我们种的药材有不少今年秋季
后就能卖钱，也有不少收入。”

考虑到现在人工费用较高，张治国一家为降低
生产成本，春耕生产期间全家齐上阵，全部到地里参
加劳动，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生产上。

“咱农民最不缺的就是劳力，承包的地多，就要
早动手，不然活就赶不过来。我的 20 亩小麦已经喷
了一遍农药了，现在准备种药材，这 3 亩地施完底肥
后，就能种地黄啦。”张治国指着眼前的这块地说。

“以前觉得中药材种植是很简单的事，把种子埋
进地里就不用操心了。经过与父亲这两年的摸爬滚
打，才发现其中的门道很多。今年，我的 60 多亩地
要全种中药材。你看，那边是黄芩，这里是地黄，要
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我的药材庄园。”张治国在
描绘着他向往的美景，眼里满是幸福的憧憬。

在 80亩承包田中播下希望
卫世新 杨建义

工人在大棚里运送成熟的甜瓜。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平陆县风口村积极探索产业带动、资源撬动、服务驱动等发展模式——

“绿”满风口 满目生机
本报记者 范 娜

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

上图：工人在风口驿农林旅康养小镇建设农
产品展示中心。

左图：风口村村民在中农乐桃花源干活。
特约摄影 郝 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