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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芦笋做成兴村富民大产业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乡村振兴进行时

“我们芦笋种植基地植入数字化 5G 智

能滴灌，建设了储存冷库，芦笋产量和品

质有了保证，产业效益不断提升。”7 月 30
日，长治市武乡县蟠龙镇胡峦岭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姜怀庆说。

近年来，胡峦岭村立足地域优势，积

极走出去，大力引进来，熟练掌握芦笋育

种、种植技术，通过统一培育芦笋苗，向

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带动全

村村民进行芦笋种植，有效壮大了村集体

经济，提高了村民收入。

2018 年，胡峦岭村以村办农业合作社

做牵头，种植 40 亩芦笋，村集体每年增收

1 万元，带动参与入股的村民每年每户增收

2500 元。2021 年 3 月，该村组织骨干人员

外出考察学习，与山东巨鑫源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和山东久源芦笋种植专业股份有限

公司签约，由两家公司提供技术指导和统

一包销，以不低于 12 元/公斤的保底价统

一收购，形成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

良好发展模式。

2022 年，胡峦岭村充分利用上级扶持

资金 50 万元，扩大芦笋种植规模至 500
亩，投资建设了存量 700 立方米的冷库，

解决了保鲜储存难题。同年，由该村帮扶

单位长治市移动公司投资 30 万元安装 300
亩数字化 5G 智能滴灌，极大地保证了芦笋

扩大种植规模的用水需求。

“去年，县里鼓励发展庭院经济，

正好村里芦笋种植技术已经成熟，于是

我们就鼓励村民在庭院种植芦笋。”姜怀

庆说。

走进村民魏爱平家院子，只见一排排

整齐排列的钢架上一株株青翠肥嫩的芦笋

苗长势喜人，充盈着勃勃的生机。

“原来我这个院子是闲置的，今年村

里统一买上种子、制作架子、育上苗、分

配到户，俺们管理，一天浇上两回水，也

不太累，也不耽误其他活儿，还有一笔不

小的收入。”今年 63 岁的魏爱平平日里就

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在庭院种植芦笋他很

积极。

庭院式芦笋种植村里提供芦笋苗、

种 植 钢 架 ， 并 提 供 技 术 指 导 和 跟 踪 服

务，成功带动 40 户村民参与种植，每

户累计年育苗 5000 株，可增收 5000 元。

这种种植方式既可解决芦笋基地育苗难

题，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进行自产自

销，形成产业闭环，真正地实现了小庭

院大经济。

“芦笋是一年种植多年受益的宿根植

物，第 3 年就到了盛产期。像咱们这个地

方土地安装的有滴灌，今年已到盛产期，

每亩芦笋可以采摘到 750 公斤。”姜怀庆

说。

芦笋在国际市场上享有“蔬菜之王”

的美称，富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

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姜怀庆表示，以后打

算打造芦笋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再发展

芦笋罐头和芦笋茶叶加工，努力在 2026 年

之前带动周边和本村把芦笋产业发展到

3000 亩。

姻 管前程

用“生态美”描绘
乡村振兴新蓝图

截至目前，“十四五”以来全国新增完成 6.7 万个行

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45%以上、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完成规划任务的 80%以上，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 75%左右，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自然

村比例超过 90%，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村庄干净整洁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是乡愁得以

安放的基础。针对农村污水横流状况，因地制宜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确定“三基本”的治理成效评判标准，即基

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怨

言，治理成效要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要分类施策，突出

重点，并坚持建管并重，健全机制。把乡村的生态资源保

护好，让乡村变得山清水秀、环境宜居，美丽乡村才有不

竭动力，乡村振兴才会有坚实基础，百姓富、生态美的有

机统一才有望实现。

让农村环境整治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良好的生态

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为乡村源源不断地创造

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

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和农村社会文明和谐。而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是检验为民务实“试金石”。聚焦房前屋后河

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黑臭水体，推动建立任务清

单、销号清单、问题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实行“拉条挂

账，逐一销号”，是以保障机制，让整治成效落地落实。

让农村人居环境“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关

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福祉、农村社会的文明和谐。无论是

乡村建设，还是乡村管理，都有着与城市规划不同的特

点。或许在城市建设、管理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经验不一

定能适应现实的农情村情，未见得能发挥在城里那么大

的作用。如环境影响、文物保护、农户安置等。不是单纯搞

好乡村环境，而是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与建设同时，决不能

以牺牲乡村生态环境为代价，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相互促进，将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相得益彰。

当然，增强村民环保意识、改变落后生活习惯需要一

个过程。阶段性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虽然解决了当前迫

在眉睫的问题，但要解决后续的管护和持续的问题，尤需

久久为功。一是要加强教育引导，营造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的氛围。二是要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责任，建

立有制度、有标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督查的乡村人居环

境管护长效机制。同时，要鼓励市场资本参与运行管护，

采取以奖代补、管护后补等多种方式，将农村环境基础设

施与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实现产业发展与人

居环境改善互促互进。

乡村美不美，事关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建设

美丽乡村不只是施政亮点，更是为群众谋福祉、为子孙计

长远的民心工程。相信，只要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内外兼

修，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以执着干劲打造美丽乡村布好

局，定能以实际行动诠释外在美与内涵美的统一，以护好

一方山水、传承一方文化、推动一方经济发展。

yixianchuanzhenK 一线传真

晋城市陵川县:
开展“乡村振兴·青春笃行”
社会实践活动

科学导报讯 近日袁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长治综

合试验站站长尧山西农业大学渊山西省农科院冤生命科学学

院院长牛颜冰带领实践队员赴陵川县开展 野乡村振兴窑青

春笃行冶社会实践专项行动袁助力当地连翘产业发展遥带队

教师和实践队员积极与基地负责人沟通袁就连翘育种进行

进一步交流袁促进高校科研能力与基地实践种植能力有效

结合袁推动了连翘产业的科学种植和产业升级遥 张敏

科学导报讯 眼下，正是大棚番茄成熟上市的时节。

山阴县广武镇张家庄村的农业专业合作社里，一颗颗红

似玛瑙、黄似珠玉、绿如翡翠的五彩小番茄迎来丰收季，

工人们穿梭其中采收果实，一片热闹的丰收景象。多年

来，该合作社一直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探索产业发展和增收途径，通过与山

东传建农业公司进行深度合作，让合作社找到了丰产稳

收的有效途径且不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着力推动农业

特色产业向规模化、多元化、精品化方向发展，打造优质

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持续增收，乡村振兴

增收路也将越走越宽。 张一波

山阴县广武镇：
五彩小番茄铺就村民增收路

科学导报讯 近日，走进介休市城关乡石河村，整洁

干净的村道，街头游园、农家书屋、多功能活动室等一应

俱全。石河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把街巷硬

化工程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列为关

系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民生工程，成立专项工作

组，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规范施工流程、把好质量关卡。

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着力清理交通沿线、

街头巷道、房前屋后以及田间地头杂草杂物，打造干净整

洁宜居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并且将继续深

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健全乡村治

理体系，实现共建共享共富，让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乡村

全面振兴活力迸发。 杨康

介休市城关乡：
学习“千万工程”推进乡村振兴

蔡军宏：养殖奶山羊 走上“羊”光道

“我们每天有专人用专业的挤奶机挤

奶，进行抽样化验，确保符合卫生标准的羊

奶储存在储藏罐中。”7 月 12 日，运城市万

荣县通化镇宏汶养殖场负责人蔡军宏说。

他们新近引进的陕西富平县奶山羊，采用

了严格的饲养管理新技术，奶的产量和质

量稳步提升。

蔡军宏是通化镇通化二村人，2012 年

7 月，他利用自家的 15 亩承包地和责任田

地建起“宏汶养殖场”。“我的创业之路大概

可分为绵羊、猪、奶山羊三个养殖阶段。”说

到搞养殖，蔡军宏内心五味杂陈，“我最早

是从 2013 年开始养殖绵羊 1000 只，主要

是繁殖与育肥。2015 年绵羊市场价格下

滑，一直到第二年 5 月价格还未能回升，于

是决定采取翻倍养殖的手段，养殖数量增

至 2000 只，2017 年价格回升以后便把羊

全部出售。”

2018 年 5 月，蔡军宏开始养猪 1000
头，主要是育肥。此后两年猪肉价格下滑，

猪场陷入资金周转困境，他靠向银行贷款

渡过难关，2021 年将猪全部出售。
两次创业虽然并不顺利，却并未打消

蔡军宏创业的信心。2022 年 4 月，一次偶

然的机会，他在外乡喝了一次羊奶粉，感觉

口感柔顺香甜。一位专业人士介绍，羊奶在

营养界被称为“奶中之王”，是公认为最接

近母乳的动物奶，大人孩子都可以喝，且不

上火、分子小、易吸收、强身健体。事后他

想，奶山羊养殖不拘泥于传统的育肥，市场

空间较大，应该是给养羊业打开的另一扇

窗口。很快他便做了决定，并特意到著名的

“奶山羊之乡”陕西富平县进行考察。在一

家奶山羊场，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养殖奶山

羊的好处，还向他算了一笔养殖账。这位负

责人说：“母羊自繁自养，就产奶这一项，一

只奶山羊每年的利润大概在 3000 元。小羊

羔长大了，公羊成为肉羊销售，还有羊粪作

为无公害肥料进行销售，这都是看得见的

财富。”

2022 年 5 月，蔡军宏引进了 200 只奶

山羊，聘请了技术员、养殖工人、挤奶工、化

验员。羊场进行科学规划，采用规模化养殖

生产技术，设立了生产区、管理区、隔离治

疗区、粪污处理区等重点功能区，严格落实

有关检疫标准，全面落实人畜分离、净道和

污道分开、服务设施配套等基本要求。

“引进的奶山羊是饲料喂养，为了保证

奶源的绿色无公害，我们在自己和村民的

承包地里播种了 150 亩黑麦、苜蓿、甜高粱

等优质饲草。自己种植的草不打农药，无农

药残留，是无公害牧草。”蔡军宏说。

今年 48 岁的蔡震锋是通化二村人，跟

随蔡军宏搞养殖已经 8 年时间了，担任养

殖场的技术员。针对奶山羊的饲养管理、疫

病防控的具体要求，团队不断细化完善各

项管理制度，制定并实施科学严谨的饲养

管理制度。

“要想多产奶，就要有一套好的管理方

法。”今年 50 岁的养殖员谢松男介绍说。在

饲养管理方面，养殖场执行的是四严管理

办法：一是定期驱虫，结合当地寄生虫流行

特点和规律，制定实施本场驱虫和净化工

作；二是定期消毒，严格落实预防性消毒和

紧急消毒工作；三是定期打疫苗，严格落实

生物安全防控制度，如羊痘、小反刍、口蹄

疫等疫苗；四是保健预防，养殖场严禁场外

无关人员、其他动物、车辆及用具等中间传

播媒介随意进入羊场，及时无害处置病死

畜尸及相关污染物等，严防各种四季常见

传染病（致病源）在羊场扩散蔓延。

“此外，为了避免菌虫感染，我们除每

天保持羊圈干净卫生，还在羊圈内搭建了

竹板羊床，使奶山羊全部上床，达到羊粪隔

离、羊圈干燥。”蔡震锋介绍说，养殖场还有

一项先进技术，就是能够自动控制温度。

“羊圈温度控制在 25益左右，确保羊圈四季

恒温，为奶山羊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减少

环境应激，有利于奶羊稳定产奶。”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扩繁，如今奶山羊

已达到 800 只。“一只羊每天产奶在 2.5 公

斤左右，每天除了通过冷链专车送到陕西

富平县奶粉加工厂，还承接部分当地住户，

村民也能喝上新鲜的羊奶。”蔡军宏说。

自养殖奶山羊以来，养殖场除安置就

业人员 20 余人，还带动了邻村七八户、邻

县 15 户加入奶山羊养殖队伍。养殖场产生

的羊粪经过加工变成有机肥投向农田，每

年还可服务农耕户农家肥 1500 亩，有效促

进了养殖户和当地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种

植户增产增收。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通讯员 赵迪

蔡军宏在喂奶山羊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运城市闻喜县横榆良种繁育圃一派生机勃
勃。该园占地百余亩，错落有致的梯田培育种植有 40 多
种苗木，有效带动农户绿色增收。 姻 王瑞瑞摄

苗木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