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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2 月 11 日，运城市稷山县化峪镇上胡

村的凌志鸡蛋托盘厂内机声隆隆，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

碌着，五颜六色的废旧书本经过加工，变成了一个个运输

鸡蛋的黄色托盘。在热气腾腾的生产车间，上胡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原玉敏介绍，近年来，积极争取扶持资

金和群众入股，他们采取“集体+企业+农户”的运营模式，

走出了一条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的路子。

目前，凌志鸡蛋托盘厂项目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

3500 平方米，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 万多元。原玉

敏表示：“这几年，我们村集体经济实力明显增强，集体积

累逐年增加，形成较强的发展后劲，下一步，我们要继续

引进企业，推动集体经营性收入再上新台阶。” 栗卢建

科学导报讯 近日，走进大同市天镇县张西河乡姚明

庄村，一座座现代化蔬菜大棚整齐分布。天镇县新农种养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任伟正在日光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指导工人清理刚刚收获的朝天椒、芋头椒等菜蔓。

张西河村构建“党建+村集体+专业合作社+新农人”

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鼓励返乡创业的大学生、退伍军

人、乡贤，利用新理念、新观念、新方法，大力发展种养业。

张西河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创新选

聘机制、加大培育力度、强化作用发挥，着力锻造出更多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本地郎’，为乡村振兴发展凝

聚强劲动能。” 孙明月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

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这为依靠科技创新

推动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产学研协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

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

手。

近些年，我国农业领域深化产学研融合发展，农业科

技稳步增强。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2%，

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到 74%，以产学研协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成

效。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一系列

政策的出台，为以产学研融合发展推动农村产业、技术和

人才等要素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有效推动农

业现代化发展。

当然，一些痛点、难点问题仍待解决，主要表现为农

业科研和产业发展“两张皮”，农业科技企业“小散弱”的

问题还比较明显，科研院所、农业企业以及农业经营主体

之间的合作机制不够完善，亟需通过深化改革协调解决。

对此，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探索构建农业产

学研深度融合、上中下游有机衔接的协作机制。加大资

金、人才和设备向农业科技领域倾斜力度，建立产学研用

一体化对接平台，推动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双向奔赴，促

进农业科技人才在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畅通流动，让更

多科技成果从样品转化成产品、从产品拓展成产业，打通

农业科技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

加强农业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挥好农业

科技企业贴近产业、直面市场的优势，提高企业在科技项

目方向确定、论证咨询等各环节的话语权，深度参与重大

科技创新决策。支持农业企业牵头组建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创新联合体等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转化，推进构建产学

研合作、教科企协同的攻关机制，推动农业科研与产业需

求紧密结合，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

强化多方合作提升整体效能。建立农业部门牵头、社

会力量支持、农民广泛参与的产学研协同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机制，尊重农业产业科技规律，优化产品供给，助力

农业增产增收。加强农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

之间的对接服务，完善以科技创新度、产业关联度、发展

贡献度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发掘、推广政产学研用高

效合作的新模式，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为乡村

全面振兴增添动力。

科学导报讯“种菊花效益比较高，今年价格比去年

好一些，每亩地差不多能卖 1 万元，我觉得这菊花特色产

业发展前景挺好。”近日，运城市芮城县学张乡的斜口村

菊花种植户张琪说。

这几年，斜口村靠发展菊花特色产业，从一个普通的

乡村变成了集种植、加工、观光、游玩于一体的“菊花小

镇”景区。村庄美起来，村民腰包鼓起来，而这些改变都得

益于村里实施的“千万工程”。芮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任翮介绍，2024 年全县整合资金 7000 余万元建

设了 5 个精品示范村和 23 个提档升级村，这些村庄都实

现了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得以改善、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李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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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没有产业不行，咱农村的优

势就是特色农产品，别小看这三核桃俩枣红

薯蛋，经过加工就是一道道美味的食品。”12
月 12 日，长治市沁县松村镇松村村党支部

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刘小东说。

红薯烤蒸炸煮入口都是美味，如果进

行深加工还能呈现不一样的口感。为壮大

村集体经济、提高村民收入，2022 年松村村

投资 640 万元，利用村里闲置土地，成立

山西悦顺农产品包装加工有限公司，新建

厂房发展传统手工黑豆腐和红薯粉条加

工产业，让村集体和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的

红利。

“今年又流转了村里 100 亩土地扩大了

红薯种植面积，并使用沼液进行红薯苗培

育，上个月已经种上了红薯苗。之前提到农

业，都会想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样子，

现在不一样了，从红薯的育苗、种植到加工

销售都是一条龙服务。”刘小东说，如今松村

村也采用了机械化种植手段，如一亩地起多

少垄、多少条滴灌带浇多少次水，都是用专

业的设备来进行的。

走进厂房内，一派繁忙景象。无菌化红

薯粉条生产车间机器设备轰隆作响，工人们

正在流水线上熟练地进行操作，经过制浆—

下料—蒸箱—冷却脱离—竖切—烘干—横

切工序后，一根根“银丝”般的粉条整齐“出

炉”。工人们动作娴熟地将粉条进行打捆包

装，一箱箱包装好的红薯粉条堆积如山，整

装待发。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门口的企业

上班，从选苗移栽开始到田间管理，再到收

获加工红薯粉都有活干，一年下来工资也是

一笔不小的收入。既能增加收入又能照顾家

庭一举两得。”正在公司车间忙碌的脱贫户

武国英高兴地说，“公司自筹建以来，共吸纳

了 18 名本村脱贫户在厂里务工就业。公司

的创立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我们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做粉条快两年了，咱们的粉条是纯红

薯粉条，自己乡亲们吃的，图的就是一个安

心，也没有啥添加剂，生产车间一天可以产

出 1250 公斤粉条，周边很多人都是提前打

电话订购。”刘小东说。

“他们家粉条口感非常好，我们村今天

就来了十多个人买他家粉条的，做粉条汤、

腊肉牛肉炒粉条、粉条包子等味道都极佳，

煮不糊汤，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他们家的

好，这不，村上还有几个人让我给他们捎带

买，今天又装了满满一三轮车。”前来购买粉

条的王先生说。

今年，悦顺农产品发展公司还与农户签

订了一千亩红薯种植购销订单，将在现有产

品基础上开发淀粉、粉丝、粉皮、酸辣粉等产

品，形成产业链。此外，公司还将对农户的土

鸡蛋、小杂粮等农副产品进行加工销售，打

造松村的专属品牌，有效拓宽村民增收致富

渠道。

在晋中市昔阳县赵壁乡赵壁村的边

缘，一片曾经被遗忘的核桃林，如今已蜕变

成一座充满希望的肉兔养殖基地。冬至刚

过，万物萧瑟，赵壁村养殖场里却生机勃

勃。这里是山西晋柏岩农牧有限公司的诞

生地，也是李佳杰返乡创业致富故事的起

点。

时间回溯到 2019 年，那时的核桃林

杂草丛生、荒废已久。然而，在李佳杰的眼

中，这片土地却蕴藏着无限可能。他，一个

土生土长的昔阳人，大学毕业在外工作多

年后，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

憬，决定在这片核桃林里书写属于自己的

篇章。

2019 年 10 月，在县、乡两级政府和村

委会大力支持下，李佳杰响应国家号召“引

领新时代、跨越新发展”，成立了昔阳县顺

杰农牧专业合作社（晋柏岩兔场）。他利用

村里多年无人管理的老核桃树地 （约 60
亩，属四荒地）吸纳村里贫困户，以发展养

殖为主产业，共同投身于肉兔养殖的行列。

经过 3 年的不懈努力与实践，现已辐射带

动本乡及周边的乐平、大寨、李家庄、东冶

头等乡镇的农户发展肉兔养殖，龙头效应

充分显现。2023 年在乡党委、政府的指导

下，李佳杰结合发展实际成立了山西晋柏

岩农牧有限公司。从最初的几间简易兔舍，

到如今的现代化养殖基地，每一步都凝聚

着李佳杰的汗水与智慧。

走进山西晋柏岩农牧有限公司的养殖

基地，一排排现代化的兔舍映入眼帘，这里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专业与精细。兔舍内，

种兔们或悠闲地啃食着饲料，或活泼地跳

跃着。

“目前公司拥有养殖基地两处，分别位

于赵壁乡白羊峪杨桃洼农场、赵壁乡水峪

村，占地 160 余亩，共有现代化养殖兔棚

36 个。园区常年雇用周边村庄 30 名村民

务工，同时日常临时性用工 50 余人，通过

用工带动村民增收。基地可存放种兔 2 万

只，年出栏 80 万只，年产值 2500 万元，是

目前全省标准最高、技术实力最强的肉兔

养殖基地。”李佳杰介绍道。

李佳杰深知，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因此，

他聘请了 3 名养殖类企业管理和培训专

家，为公司及周边养殖厂提供先进的技术

服务与指导。同时，他还积极引进国内外先

进的养殖技术和设备，不断提升养殖基地

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在养殖基地不远处，一条肉兔深加工

生产线正在忙碌地运转着。这条生产线占

地面积 1000 平方米，从原料入库、加工生

产到成品出库，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国

家标准进行。

走进生产车间，一股淡淡的肉香扑鼻

而来。工人们身着统一的工作服，戴着口罩

和手套，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从原料的

清洗、切割到包装、入库，每一个步骤都井

然有序。在李佳杰的带领下，山西晋柏岩农

牧有限公司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

更成为了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公司的发展

带动了周边村民的增收致富，也激发了他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关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李佳杰的心中

已经描绘出一幅更加宏伟的蓝图———建设

一家符合国家标准的自动化畜禽综合屠宰

加工中心。他介绍道：“计划投资 1000 万元

人民币，在昔阳县内建设一家符合国家标准

的自动化畜禽综合屠宰加工中心，项目占地

面积 20 亩，屠宰规模3000~10000 只/天。这

个中心将集待宰、屠宰、分割、检验、冷藏、

发货于一体，成为公司产业链上的重要一

环。”

目前，屠宰加工中心的规划设计工作

已经启动，预计 2025 年 10 月进入正式运

行阶段。李佳杰深知，这个项目的建成将为

公司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他期待着那

一天的到来，也期待着能帮助更多的村民

过上更好的日子。

每当夜幕降临，养殖基地的灯光与星

空交相辉映。李佳杰常常会在这里驻足凝

望，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他知

道，只要心中有梦、脚下有路，就一定能够

带领村民们走出一条适合当地实际的产业

发展之路。

李佳杰：回乡创业 废弃核桃林变身“兔业王国”

温室大棚育种苗

日前，在长治市长子县丹朱镇西寺头村山西一
田种苗园区温室大棚内，工人们正在进行种苗拼盘、
浇水、盖膜、嫁接。据了解，该园区引进先进通风系
统、供暖增温系统、遮阳系统和植物补光灯，培育出
的种苗成苗率高、抗病性强，深受广大种植户青睐，
为当地群众增收开辟了新途径。图为工人们正在进
行种盘嫁接。 姻 梁生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