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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闻喜县河底镇召开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颁证会，让河底镇的 19 个行政村都领
到了一个“大红本”——河底镇乡村振兴蔬菜
产业园确权认定书，这是该镇“党委领办项
目、村级集体受益、突破资源限制、培育增收
引擎”发展集体经济思路的一大实践成果。

如今，相似的情景再次在河底镇上演。
河底镇蛋鸡标准化养殖项目将沿用“党委领
办、集体收益、充实家底、引领发展”的集体经
济壮大模式，收益均分到河底镇 19个行政村。

这是河底镇党组织领办推进产业发展的
一大缩影，体现了该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加
快推进乡村振兴的决心和行动力。

“创”出新路子

一枚枚鸡蛋，从鸡舍到装盘，全程都是自
动化，工人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完
成一天的工作。

走进位于河底镇合阳村的山西维明牧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明牧业”），一排排鸡
笼架干净整洁，一台台现代化养殖设备有序
运转。在这里，蛋鸡住的是“空调房”，吃的是

“营养餐”，坐的是“传输带”。
“从给蛋鸡喂水、喂料到控制鸡舍温湿

度、给鸡舍通风换气，再到鸡蛋分拣，都是自
动化、标准化的，既省时省力、干净卫生，还能
减少鸡蛋的破损。”该公司负责人李海俊介绍
道。

目前，维明牧业养殖场占地面积 16500 平
方米，现蛋鸡存栏量 15 万只，扩建后存栏蛋鸡
30 万只，育雏育成鸡 20 万只，项目建成之后，
预计可日产鸡蛋 1.75万公斤。

“我们的二期项目预计今年 9 月底完工，
政府投资 700 万元建设 3 栋鸡舍、购置一些自
动化设备，每年我们会上交政府投资金额的
8%，再由镇里分给 19 个行政村。”李海俊说，
项目建成之后，可累计解决就业百余人，吸引
更多农户发展养殖业、加入合作社，增加农户
收入，带动辐射周边其他村，形成养殖区域化
的特色产业鸡蛋品牌。

“在这里工作离家近，活也轻松，捎带还
可以照顾家里，我觉得非常好。”合阳村村民
郭娟娟一边分拣鸡蛋一边说。

河底镇是闻喜县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
目前蛋鸡存栏 70 万余只，为进一步促进蛋鸡
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效益，叫响河底品牌，实
现“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在闻喜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河底镇党委、政府通过
实地调研、市场研究，实施了河底镇蛋鸡标准
化养殖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河底镇
蛋鸡行业标杆，示范带动其他养鸡合作社进
行技术升级、扩大规模等，做强河底蛋鸡品
牌。

“通过党委领办项目，目的是让村级集体
受益。河底镇发展蛋鸡养殖产业，与企业合
作，分红到全镇 19 个行政村，每个村每年都能
分到 3 万元，实现了村村都有集体经济收入。”
河底镇党委书记朱国兴说道。

发展蛋鸡养殖产业，只是河底镇党建引
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一个项目带动全
镇受益的缩影之一。

2021 年，河底镇结合当地产业布局，实施
了乡村振兴蔬菜产业园项目建设，流转集镇
附近、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的土地，投资 200 万
余元建设一期项目标准化温室大棚 17 座，为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设施农业、规模产
业发展的新样板。

随着一期项目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河底
镇党委继续领办投资 419 万余元，建设产业园
二期项目，完成再建大棚 160 座，项目收益实

现对河底镇 19 个行政村的“全覆盖”，每年可
为全镇集体经济增收 34 万余元，构建起“村村
有产业、组织有力量、治理有根基”的工作格
局。

“种”出新希望

7 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河底镇
南王村，50 亩连片的荷塘内，青绿色的荷叶与
朵朵绽放的荷花相映成趣，清风拂过，暗香浮
动。

南王村被称为“莲菜村”，有着悠久的莲
菜种植历史，村里还有汩汩流淌的温泉，因而
所产莲菜洁白细腻、清脆香甜，营养价值颇
高，与闻喜煮饼、北垣柿饼、石门核桃并誉为
闻喜四大历史名产。

“目前，莲菜正是生长阶段，到了 10 月中
旬就会成熟，一亩地的产量在 3000 斤至 5000
斤之间，每亩毛收入在 3 万元左右，利润可观，
主要销往运城、临汾等地。”南王村党支部副
书记张小红望着眼前的荷田笑着说。

南王村的 50 亩莲菜基地建设项目属村集
体经济项目，均分包给村民，每年可为村集体
经济增收 12 万元左右，同时还带动了该村旅
游等产业发展，小小的一颗莲子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

“莲藕经济”为南王村“种”出了新希望，
将引导更多村民参与莲藕种植，延长农业产
业链、价值链，绘制一幅景美、人美、产业美的
乡村振兴画卷。

在田野中“种”出新希望的，还有位于磨
盘岭上的坡申村。

一路爬坡来到坡申村，道路两侧皆是红
彤彤的各种水果，一个个娇艳欲滴，在绿叶的
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有苹果、油桃等，光是
苹果就有鸡心果、维纳斯黄金、新世纪 3 个品
种。放眼望去，村民正在采摘已经成熟的珍
珠枣油桃，尽情享受着丰收带来的喜悦。

“我们村这个水果示范园里，总共种植有
70 多亩桃。桃是村里重点种植的果品，上市
期从 6 月份一直持续到 10 月份，促进了村级
集体经济增收，也为很多村民们提供了足不
出户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坡申
村党支部副书记牛永庆望着眼前的果园说，
这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流转村民的土地建
设水果示范园，最忙的时候大约可以提供 50
个就业岗位。

“之前我在家里没活干，有了这水果示范
园后，一个月在这里打工就能挣 2000 多元，感
觉很不错。”坡申村村民侯引引说。

近年来，坡申村通过建设水果示范园，让

该村有了新的主导产业。现在，这些水果陆
续进入采收季节，且根本不愁销路。“示范园
里的水果基本都是订单式生产，刚下枝头，就
被来自北京、浙江、湖南等地的客商拉走。”牛
永庆满脸笑容。

通过党建引领，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已成
为河底镇提升村级组织力、实现乡村振兴、强
村富民的重要举措。

“闯”出新天地

正午时分，在河底镇马庄村道路两旁的
田野中，随处可见撑着伞或是戴着防晒面罩
的村民们，他们正弯腰在地里收割香菜。

另一头，马庄村集体冷库的大门口，一辆
装有 250 公斤香菜的运输车在此完成装车，正
准备将这辆装满香菜和冰块的车辆开往太
原。

“河底镇种植蔬菜的人比较多，蔬菜的保
鲜运输就需要冰块。我们的存冰量在 400 吨
左右，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蔬菜大约有 15 余
吨。冷库建成后，不仅大大降低了周边村民
的蔬菜运输成本，还带动了更多农户加入蔬
菜种植的行列中来。”马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肖
壳介绍道。

近年来，闻喜县在马庄村建设了保鲜冷
库项目，总投资 211.6 万元，其中，财政预算资
金约 170 万元，村集体筹集资金 41.6 万元。项
目的经营方式主要为租赁，承包给企业后，每
年可为该村村集体经济增收 10 万元，同时，也
为不少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村民共同
致富。

利用原有的资源优势，河底镇延长农产
品产业链，解除了当地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加快了乡村振兴的步伐。同样，在酒务头
村，发展乡村旅游也是河底镇利用该村自然
资源优势，助推乡村振兴的又一举措。

走进位于酒务头村的小溪谷野奢营地，
哗哗的水声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顺着水
声，不一会儿就看到了一条巨大的瀑布，伴
随着震耳欲聋的瀑布轰鸣声和扑面而来的水
雾，许多游客驻足观赏。

“这里有山有水，风景特别好，中午玩累
了还能在这里吃吃饭，所以就带着孩子们来
了。”家住闻喜县城的张女士笑着说。

山水环绕之下，一排别具晋南特色的窑
洞瞬间吸引了眼球。窑洞中，游客们或一起
品茗，或一边吃饭谈天，一边享受自然美景，
非常惬意。

“小溪谷乡村旅游项目，主要包含叠水瀑
布区、休闲餐饮区、窑洞民宿区、垂钓区、农耕
文化区、帐篷露营区等等，一期工程已经建成
并运营，二期工程主要为窑洞民宿等，目前正
在建设中。”小溪谷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
经理仇慧琳说道。

河底镇坐拥汤王山、小涧河、酒务头商文
化遗址等文旅资源，河底镇党委、政府践行闻
喜县委提出的“宜居宜业宜游地，幸福美好闻
喜城”目标，明确了“农业产业优、重点项目
强、生态环境美、文旅事业兴”的总体发展规
划，按照“打造亮点—挖掘文化—形成路线—
优化模式”四步走思路，统筹文旅事业发展和
生态文明建设，提倡体验和沉浸并重、开发和
保护并重。

“ 酒 务 头 小 溪 谷 乡 村 旅 游 项 目 ， 采 用
‘支部+企业+农户’的模式，每年可为村集
体经济增加收入 5 万元，同时，还能为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酒务头村党支部书记马永
明说。

河底镇通过党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提质
增效，蹚出了一条抱团发展、联营增收、共
富共强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为全面
实现乡村振兴按下了“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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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养殖是推动乡村产
业 振 兴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的 有 效 途
径。垣曲县解峪乡乐尧村原是一
个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的易地搬迁
村。

2021 年，解峪乡成功招引山西
牧马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
马牧业”），发展壮大“南山羊”养殖
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品牌创建、产
业 带 动 等 方 式 ，促 进 农 户 增 收 致
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从“一无所有”
到“全县最大”

牧马牧业负责人马飞原是乐
尧 村 人 ，在 乡 村 振 兴 浪 潮 的 推 动
下，心系家乡，决心投身于乡村产
业发展。

乐尧村原先就有养殖传统，但
碍于交通不便，没有形成气候。在
充 分 考 察 后 ，马 飞 确 定 了 化 零 为
整、整合资源、聚力发展的思路，决
定利用全村搬迁后闲置的宅基地
打造养殖基地，并将全县分散的养
殖 户 整 合 起 来 ，在 管 理 上 统 一 理
念，在饲养上统一模式，在质量上
统一标准，推动全县养羊产业做大
做强，引领全县养殖户走共同富裕
之路。

乐尧村依山而建，没有“正经”
道路，甚至连面积稍大一点的平地
都很少，要建养殖基地，第一步就
是完善基础设施。但现实的困难，
远远超出想象。首批 200 万元资
金花完，基地还没建成样子，只是
把路修得差不多。

在垣曲县和解峪乡政府的大
力 支 持 下 ，牧 马 牧 业 克 服 重 重 困
难 ，历 经 3 年 时 间 ，将“ 山 路 十 八
弯”的乐尧村打造成为全县规模最
大的养羊基地。

如今，标准化羊舍整齐地排列
在场区内，道路、电力、供水、生活
办公区、卫生防疫、废弃物处理等
综合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羊舍内配
有漏粪板、刮粪器等先进设施，硬
件 基 本 达 到 了 行 业 主 流 标 准 水
平。截至目前，牧马牧业已在乐尧
村建了 9 个标准化羊舍、6 个简易
羊舍，存栏量达到 5000 只、年出栏
12000 只，总投资额近千万元。

从“三次换品”
到多方扶持

养 羊 就 要 养 出 新 名 堂 。 3 年
来，牧马牧业历经三次换品，最终
选定了适合当地发展的品种，公司
发展步入快车道。

最初考察时，公司看中了当时
比较受欢迎的品种，但很快就发现
这类羊对养殖技术要求较高、成活
率较低，一年半后，公司将所有存
栏的羊全部出售，开始换品。第二
次换品，公司选了适合运城自然条
件的杂交肉羊品种，但该品种养殖
门槛高、回报率低、风险大，于是没隔多长时间又
开始谋划换新品。

在经历两次选品失败后，牧马牧业将注意力
聚焦到垣曲县散养的波尔山羊上。该品种在当地
发展多年，效益较好，市场认可度也较高。公司第
一批引进 2000 只试养，如今已发展到 5000 只，且
养殖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从 2021 年发展养殖产业开始，牧马牧业能在
较短时间扩大产业规模，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
大力支持。

连接村子的乡道原本是很窄
的土路，乡政府向上级申请产业资
金，将产业路延伸到基地；畜牧部
门补助了 22 万元改造资金，将羊
舍原来的漏粪板全部更换成塑料
材质的，解决了安全隐患；公司又
利用 200 万元乡村振兴资金，新建
羊舍、完善基础设施……

“上级领导经常来调研，现场
解决问题，给我们帮助很大。你看
这几个羊舍，都是用乡村振兴资金
建的。项目验收之后就可以按比
例给村集体分红了。”马飞说。

从“单打独斗”
到“抱团发展”

具 体 策 略 上 ，牧 马 牧 业 采 取
“公司带动合作社大户、大户带动
农户”的模式，不断推进产业发展
的精细化。

公司以乐尧村易地扶贫搬迁
后拆旧复垦的宅基地为核心发展
产业，租用 50 余亩拆旧复垦的宅
基地建设养羊基地，并在附近流转
土地 500 亩种植玉米、高粱等饲料
作物。除了村集体可以获得租金
外，村民还以承包地入股参与收益
分红，每户每年可增收 1000 元以
上。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正的发
展。牧马牧业工作人员走遍垣曲
县各个村庄，统计到全县共有波尔
山羊养殖散户 900 余户、存栏 12 万
余只、年繁育羔羊（苗）6 万余只。
同时了解到散户养殖存在养殖技
术含量低、羔羊（苗）出售难、价格
不稳定等问题。2023 年，牧马牧业
引导带动全县 11 个养殖专业合作
社 、46 家 养 殖 户 抱 团 发 展 。 2024
年，公司已在全县范围内联合 100
多户养殖户，收购羊苗 5000 多只。

据了解，垣曲县的养殖户大多
分散在山中，交通不便导致外地客
商不愿前去收购，养殖户时常面临
销售难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牧马牧业和养殖户签订销售协
议，由公司挨家挨户统一收购、统
一销售，在保证及时销售的同时，
也减少了被压价的风险。

为减轻养殖户负担，同时保证
羔羊的营养充足，公司前期为养殖
户垫资提供饲料，待收购时再进行
抵扣。到现在为止，全县已有 100
余户养殖户加入了这种共同发展
的模式。

目前，该公司与正大集团、河
南济源市捷思斯饲料有限公司强
强联合，根据垣曲当地气候环境和
羊种品质，研究科学配方，注册了

“南山羊”商标，生产“南山羊”牌饲
料，保证羊苗饲料供给质量，保障
了羊苗营养，提高了繁殖率。

经过 3 年发展，牧马牧业已经
成为垣曲县规模最大的育肥肉羊、
波尔山羊养殖企业。如今，公司正
在筹划扩大养殖规模，新建高标准

羊舍 3 万平方米。同时正与全县 900 多家养殖散
户陆续签订收购合同，定期进行技术指导。项目
完工后，公司年出栏育肥肉羊 30000 只，年销售羔
羊（苗）30000 只，年产值可达 6000 万元，可保证全
县范围内养殖户销路畅通稳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发展
是滋养农民美好生活的源头活水。解峪乡将以打
造“南山羊”养殖产业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特色产
业的辐射作用，带动更多村民走上致富路，共同书
写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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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本版责编 朱 姝 美 编 肖秉阳 校 对 李静坤

图 ① 养 殖 大
棚内，工作人员给波
尔山羊喂食。

图 ② 工 人 将
刚 收 购 的 波 尔 山 羊
送入羊舍。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图① 坡申村村民在该村水果示范园采摘珍珠枣油
桃。

图② 维明牧业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在搬运鸡蛋。
图③ 来自盐湖区的研学团队在小溪谷体验研学当地

文化。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②②

③③

产业引领乡村致富路
——闻喜县河底镇多措并举推进村集体经济增收

本报记者 王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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