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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万亩山楂花如雪染大地、云憩人间，在田间
枝头奏响浪漫的暮春旋律。盛开的花儿朝气蓬
勃，透过它们，仿佛已经能看到金色十月里结出
的红红硕果。

在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村，连片的山楂
花海引人驻足。闻喜县山楂核心产区地处稷王
山脚下、峨嵋岭前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
件为山楂种植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这里所
产的山楂产量高、品质优，已通过农业农村部农
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和“圳品”认证，获评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绿色食品和山西功能农产品、有
机旱作·晋品等。

近年来，闻喜县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认真落实省、市关于促进专业镇发展的安排部
署，按照“强龙头、延链条、建集群、筑高地”的发
展思路，坚持高位推动、突出科技赋能、强化人
才支撑、注重示范引领，把推东山楂产业发展作
为促进闻喜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走出一条具有
闻喜特色的山楂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截至目前，闻喜县山楂种植面积 5.1 万亩，
年产量 1.3 亿公斤左右，年产值 3.2 亿元；全县从
事山楂产业的新型经营主体达 81 个，从业人员 1
万余人，实现年产值 5.6亿元。

振兴账
以“花”为媒 催生融合新高度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楂花开迎客来。4 月 22
日，“桐乡春光美 花田喜市多”闻喜县第九届
山楂花季系列活动在郭家庄镇七里坡万亩山楂
基地盛装启幕。

该活动坚持“以古闻名 以新出彩”的创作
思路，创新打造“花、田、喜、市”四大板块，以山
楂花为媒，宣传推介“特”“优”农业产业，融合展
示农耕文化、喜文化、非遗文化、美食文化等。
活动现场好物荟萃、人流熙攘，大批游客和摄影
爱好者或品文化、尝美食，或赏花踏青、拍照打
卡。一场山楂花之约，催热了“赏花经济”，也让

“七里坡山楂”品牌更加闪亮。
值得一提的是，启动仪式现场，七位山楂产

业领路人带着对山楂丰收的热切期盼和桐乡大
地精彩蝶变的自豪，共同推动启动装置，宣布活
动开幕。

产业擎旗手登上舞台、站到“C 位”、变身主
角，开启属于他们自己的盛大节庆，鼓舞了现场
山楂种植户的信心，也有力显示出闻喜县推动
山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真希望自己
有一天也能像他们一样站到舞台上接受大家的
掌声与礼赞。我要向他们学习，加强山楂管理，
把山楂种好，把家乡的产业发展好。”七里坡村
种植户杨国栋深受鼓舞、信心满怀。

“赏花经济”一头连着“诗和远方”，一头连
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近年来，闻喜县大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依托万亩山楂花和美丽乡
村建设成果，连续 9 年举办山楂花节，并将当地
的豢龙文化、家风文化、双喜文化、农耕文化等，
通过情景再现、游客互动、沉浸体验等方式“植
入”山楂产业园区，不断探索“赏花+”模式，将

“赏花经济”和乡村休闲旅游有效衔接，推动农
文旅融合，辐射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让青
山变金山、颜值变产值，年接待游客达 10 万余人
次。

同时，为深入推进“乡村生态农业+旅游”融
合发展计划，闻喜县打造了近 3 万亩山楂示范
园，初步形成了以“赏山楂花开、游美丽乡村、品
农耕文化”为主题的乡村生态旅游品牌。郭家
庄镇成为远近闻名的山楂之乡，而七里坡村更
是享有“三晋山楂第一村”的美誉，成为该县乡
村旅游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为进一步讲好闻喜山楂故事，2022 年，闻喜
县按照“以强促弱、以大带小、共同发展”的思
路，在位于闻喜县畖底镇康村的山楂食品深加
工龙头企业——闻喜县东鑫食品有限公司，打

造独具特色的北垣乡村文化记忆馆山楂展馆，
展示北垣民俗文化，唤醒人们的乡愁记忆，集中
展示山楂产业发展成果，把山楂文化作为闻喜
农业产业的又一张名片，有力弘扬了特色文化、
推介了特色产业。

近年来，该县依托当地旅游资源，定期组织
开展“闻喜人游闻喜”活动，最大限度增加产业
知名度，提升山楂产业影响力。同时，在文创产
品包装、产业转型升级、市场营销推广等方面不
断注入文化元素，增强山楂产品的文化内涵，形
成了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型农业模式。

丰收账
以“果”为媒 映红百姓致富路

走进七里坡村山楂种植户李中虎的种植
园，一树树山楂花迎风开放。山楂树下，李中虎
正和自家哥哥在园里浇水、施肥。他告诉记者，
他家的山楂地，“吃”的是“营养餐”。由于他哥
哥家养牛，他便收集牛粪施到山楂地里。每年
他家地里的山楂都长势喜人、收成可观。

李中虎是闻喜县山楂种植大户，经营着闻
喜县天之润家庭农场。他种植山楂已有十余
年，共有 51 亩山楂地，自家有 6 亩，承包了别人
45 亩。因其果品品质好、管理技术好，他种植的

山楂个头大、品相好，广受欢迎。
不光李中虎家的山楂品质好，整个闻喜县

七里坡山楂因其形似玛瑙、个大鲜艳、酸中带甜
的品质，一直是市场的俏销货。每年 10 月，山楂
成熟季，全国各地客商纷纷前来七里坡村收购
山楂鲜果。

“我家的山楂果量大质优，还未到采摘期就
被客商订购了。这几年，都是与山东临沂的固
定客商合作，他们来了看好果子后，便带着工人
进来卸果。我根本不用自己雇人采摘。”李中虎
高兴地说，“一年下来，山楂总产量有二十一二
万斤。去年收入三十多万元。目前，还有一些
小树，过几年，产量还会更大。”

“花开得好，今年的产量基本就稳定了。产
量大，自然就有固定的客户，基本上不存在销售
不出去的问题。”七里坡村山楂种植户王峰说，
他家种植的“八月红”和“甜红子”都是从外地引
进来的，七里坡村的小气候适宜种植山楂，山楂
果的亮度光泽度好、果质细腻口感好，加上村里
冷库多，产下的东西不愁卖，市场价格自然就上
去了。

山楂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在山楂产业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前，闻喜山楂果农经常因
为果品采摘后保鲜期短而发愁，自 2015 年起，七
里坡村开始建冷库，且随着山楂产量逐年增多，
冷库年年进行扩建。村里最大的众泰冷库可存
储 500 多万公斤山楂果。“以前山楂果下树以后

顶 多 存 放 两 个 月 ，现 在 进 入 冷 库 可 以 存 放 一
年。果商选好果子、谈好价格后，就能把山楂存
入冷库了。这样既为果商提供了方便，也消除
了果农不能长时间存放鲜果的后顾之忧，同时
使果农不必因果品保鲜期短而急于将其低价出
售，从而提高了价位。”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杜建平说。

目前，“七里坡山楂”种植农户达 3000 余
户，亩产 2000 公斤，总产值达 1.2 亿元，七里
坡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元，且年收入超
10 万元的农户占 75%、超 15 万元的占 20%、超
25 万元的占 5%，山楂真正成为百姓的“致富
果”。

增值账
品牌为媒 锻造发展“新势力”

品质好方能立足，靠品牌才能走得更远。
甜糯的黄金山楂，玲珑的珍珠山楂、椭圆

的葫芦山楂……在闻喜县半山腰山楂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展厅里，记者看到，这个合作社的山
楂新品种，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山楂的认知。

单纯卖传统鲜果，利润空间有限，若是将
山楂加工成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果脯等制
品，每公斤可以卖到十几元，如果是研发鲜果

新品种，或者将山楂加工成山楂酒、山楂饮
料，利润更是成倍增长。

近年来，闻喜县半山腰山楂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李玉仙算好经济账，带着一份情怀，更
带着一份责任，带领当地百姓发展山楂全产业
链：除了传统的山楂条、山楂片、冰糖葫芦等初
加工山楂制品外，更是大力发展山楂丸、冻干山
楂、儿童卡通山楂棒、山楂醋、山楂叶茶、山楂酒
等深加工项目，并投入研发鲜果新品种。

通过调查，李玉仙还对淘汰的山楂子进行
“废物利用”，将其制成各式各样的坐垫、枕头
等生活用品。合作社展厅里陈列的山楂制品琳
琅满目，俨然一座山楂博物馆。山楂浑身是

“宝”，被李玉仙及其合作社“翻”出了众多花
样儿，价值也成倍增长。

“近年来，我们合作社通过与科研单位合
作、开展校企合作，开发了葫芦山楂、黄金山
楂、珍珠山楂、紫心山楂 4 个新产品。这些新
产品深受市场欢迎，每亩的种植收益是普通山
楂的数倍。”李玉仙说。

闻喜县半山腰山楂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
后，李玉仙思考怎样才能在全国山楂市场上占
有一席之地。她决定走品牌化道路，从高端做
起。经过十余年规模经营、品牌运营，该合作
社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国家级
示范社，合作社注册的“七里坡山楂”品牌产
品因其产量高、品质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获得了原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被
评为“山西功能农产品”，合作社数次代表国
家赴国外参展。“七里坡山楂”已然成为郭家
庄镇山楂产业的“领头羊”。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每道岭上种植不同
的山楂，举办丰收采摘节时，让游客有新鲜
感，并且离开时能带走山楂。目前，我们正和
东 北 一 个 科 研 运 营 团 队 对 接 ， 搞 ‘ 林 下 经
济’，到时先试种再推广。在深加工方面，我
们计划生产山楂口服液，并开展山楂提纯黄酮
高科技项目。”李玉仙表示。

产业链条过短、价格受制于人，是制约山
楂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近年来，闻喜县加快
培育山楂加工龙头企业，在有效带动山楂产业
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果农、村集体增
收。“今年，县里争取乡村振兴资金，我们村
企联办，共同投资 2000 余万元，购买 4 套冻干
新设备，年加工山楂 1500 万斤，产值达到 3000
余万元，安置劳动力 200 余人。我们企业收购
当地合作社、种植大户的山楂，收购价格比市
格价格高出 5%至 8%，从而促进了果农增收，
同时也使张樊村、七里坡村、堆后村集体经济
实现增收。”省级龙头企业山西咱家果园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杜立杰表示。

近年来，闻喜县委、县政府着力打造以郭
家 庄 、 畖 底 和 阳 隅 3 个 镇 为 中 心 的 山 楂 专 业
镇，目前，山楂专业镇已形成涵盖标准化种
植、山楂贮藏、产品加工、物流配送等行业的
全产业链条。

“这两年，我县争取并投入专项资金大力
研发新品种、新技术和实施品种改良工程，建
设专门的加工车间、试验田，成立技术研发团
队，持续做强山楂精深加工，搭建‘从田间到
餐桌’一条龙服务平台；多形式、多层次、多
渠道、全方位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提升果农
山楂管理技术水平；通过‘圳品’认证，让本
地山楂走向粤港澳大湾区有了‘通行证’；新
建山楂文化广场，集电商服务中心、农产品展
示、节庆活动举办于一体。”闻喜县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闻喜县将聚焦创建省级山楂专业
镇、打造全国知名山楂精深加工基地目标，紧
抓山楂精深加工、山楂农文旅融合两个重点，
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基础设施、延伸产业链
条、促进三产融合，奋力打造山楂种植、仓
储、加工、销售、农文旅融合全产业链条，推
动山楂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让闻喜山
楂成为“山楂之光”。

夏县南大里乡是个拥有 10 个行政村、1.8 万
多口人、5.1 万亩耕地的小乡镇。近年来，南大里
乡党委、政府按照夏县县委提出的“争先进位、
争创一流、站在前列”的工作要求，以党的建设
为引领，以抓好“山西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为
龙头，聚焦“特色小镇、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探
索了新路径。

一、产业园带动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南大里乡素有种植蔬菜的传统。2020 年该
乡通过招商，引进山西丰泽禹润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该公司累计投资 8300 多万元，建设了“夏
鲜”蔬菜智慧产业园，园区规划 3 万亩，现已实现
蔬菜种植 1.2 万亩，核心示范区 1060 亩，年育苗
6000 万株，能满足 3万亩设施蔬菜的种苗需求。

为推动蔬菜质量提升，产业园多次选派种
菜大户到山东寿光等地参观学习，将先进地区
的行业标准引入南大里。产业园还全面开展蔬
菜种植技术培训，自动卷帘机、水肥一体化、温
湿度监控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设备得到应用，
特优品种、农业机械和智慧农业的示范、推广与
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如今，“夏鲜”蔬菜智慧产业园已是全省育
苗 规 模 最 大 、设 施 功 能 最 全 的 现 代 农 业 综 合
体。去年，南大里乡 1.2 万亩蔬菜收入 1.8 亿元，
1.1 万余名从业人员人均可支配收入 1.36 万元。

蔬菜产业收入占全乡农业收入 64%。

二、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百姓致富

南大里乡农耕文化底蕴深厚，全乡拥有 28
处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发展旅游业资源丰
富。近年来，该乡通过主动融入运城市绿水青
山中条新生态文旅经济示范带，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

2021 年，山西天立电缆有限公司经过认真
考察，决定投资 1.3 亿元，开发“果老沟”景区。
目前，该景区开发主体工程已完工，将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开放。同时，山西天立电缆有限公司
还投资 400 多万元扩建德兰度假村，使这个全省
唯一的县级野生动物繁育基地和山西省科普教
育基地功能不断完善、知名度不断提升，成为双
休日、节假日少年儿童参观游玩的乐园和游客
度假休闲聚餐的重要目的地。

通过系统开发与建设，南大里乡深度整合
农文旅资源，将蔬菜园区、“果老沟”景区、德兰
度假村、美丽乡村北大里村等串点成线，打造了

一条乡村振兴实训基地和红色旅游线路。该乡
已连续 6 年举办“南大里乡村文化旅游节”，文化
旅游业收入逐年提高。

三、精心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

在建设蔬菜产业园的基础上，2022 年南大
里乡投资 5200 多万元实施了“产城融合示范
区”建设项目，将街道拓宽改造，同步完成了
街道绿化亮化、临街商店立面改造等工程，打
造了全县首个“高压、低压、通信”三线入
地，“供水、污水、雨水”三管独立，“机动、
非机动、人行”三道分离的现代化乡镇宜居宜
商大街。

最近两年，南大里乡围绕改善农村生活条
件，大力推进改厕、改气等人居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先后完成改厕 2100 多户，有 6 个村完成
了整村推进任务；有 3 个村完成了饮水污水管
网改造；全乡清运生活垃圾 500 余吨，新规划 7
处建筑垃圾填埋点；全乡完成通道和村庄绿化
8.5公里，有两个村完成了建设园林村任务。

南大里乡持续推进农村道路升级改造，两
年来先后拓宽和硬化道路 7 段 22.1 公里，10 个
村道路全部连通。南大里乡“四好农村路”创
建工作成为示范样板在全县推广。

四、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扎实开展

南大里乡党委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突出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组织
功能，深入开展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
项行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

一是抓学习、强素质，积极见之于行动。
乡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学好用
活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了一批信访
积案；两年内乡村两级组织主动化解农村各类
矛盾纠纷 211 件，全乡没有发生一起越级上访
事件。各村村“两委”为农民群众承诺办理的

328件民生实事全部完成。
二是提升阵地能级，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乡党委狠抓“五面红旗”创建，乡村两级
党群服务中心实现标准化，并推行了“八办八
个一”便民举措，“二维码”快捷服务受到群
众好评。坚持开展农村党支部书记季度“擂台
比武”，实行党支部书记星级化管理。扎实开
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乡机关党员包联农户，
实行“八必访”“十必到”，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重视发挥老干部、老党员作用，在全乡抽
调 25 名老干部、老党员，收集整理出 《南大里
革命故事集》，完成了 《村史村志》 编撰任务。

三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农村集
体经济。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南大里乡
扎实推进农村“清化收”工作，排查清理合同
789 份，化解村级债务 43.57 万元，新增土地资
源 685.28 亩。各村党支部采取村企合作、联村
共建等形式，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郭牛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统一经营粮食
种植和收购业务，为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130 万
元。去年全乡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 424 万元。
随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引领力不断增
强，一批产业带头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纷纷要求
入党，近两年乡党委新发展了 24 名党员，全乡
党员队伍的科技文化素质明显提升，为推进乡
村振兴增添了新的动能与活力。

乡村振兴的“先行示范地”
——来自夏县南大里乡的报道

张志斌

本版责编 朱 姝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郝鹏飞

闻喜县做强山楂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闻喜县做强山楂产业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小红果小红果””催生催生““三笔账三笔账””
本报记者 李丹凤 王新欣

图① 咱家果园产业文化园俯瞰图。
图② 村民抓住晴好天气在田间对山楂树进行管护。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村万亩山楂基地与青山闻喜县郭家庄镇七里坡村万亩山楂基地与青山、、通村公路构成一幅美丽画卷通村公路构成一幅美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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