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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晋中市昔阳县依托当地得

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肉羊

产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现代

化道路。2 月 12 日，《科学导报》记者带

着对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好奇与期待，

走进了昔阳县北圪梁产业园肉羊繁育示

范基地 （以下简称“肉羊繁育示范基

地”），深入探索这里如何通过“强龙头、

补链条、聚集群、促融合”的战略布局，

实现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循环链的高

质量发展之路。

肉羊繁育示范基地位于昔阳县李家

庄北圪梁，是北圪梁现代农业产业园全产

业链上的关键一环，由青年企业家王永亮

携手山西省畜牧协会羊业分会的专家团

队共同打造，基地占地面积 30 亩，分为

生活管理区、生产养殖区和饲草饲料加

工贮藏区三大功能区域。生活管理区配

备了现代化的办公设施，为日常管理和

接待提供了便利；生产养殖区采用先进

的封闭型双列式钢构大棚结构，确保了

肉羊在适宜的环境中健康成长；饲草饲

料加工贮藏区则实现了饲料的研发、生

产和储存一体化，为肉羊提供了充足的

绿色饲养原料。

“我们按照农业农村部出台的《推进

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以基

地为中心，与周边乡镇及同行企业合作，

改变传统饲养方式，全面推进禁牧舍饲工

作，肉羊全部采用圈养方式，舍饲条件优

越，确保了肉羊的健康生长。”园区负责人

王永亮介绍道。

这里不仅有先进的育种技术和设施，

确保了肉羊品种的优良与纯正，还通过科

学的养殖管理和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大大

提高了肉羊的生长效率和肉质品质。

该基地以优质湖羊作为母本，通过引

入杜泊羊与澳洲白羊进行二元杂交，以实

现品种的改良与高效繁育。在生产流程

中，从饲料草料的种植、加工到育肥，全程

采用了生物技术，并实现了机械化、专业

化与标准化的生产方式。针对旱作区严重

缺水这一生态养殖资源短板，基地配套了

局域性雨水收集储存、水处理和养殖健康

饮用水系统，确保了养殖活动的顺利进

行。

北圪梁产业园依托肉羊繁育示范基

地，积极践行全产业链发展战略，进一步

壮大肉羊特色产业。“我们通过拓展上下

游产业链，成功构建了一条涵盖饲草种

植、种羊繁育、屠宰加工、羊肉精细分

割、深加工以及市场营销的全方位产业

链体系。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羊肉产品

的附加值，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安全、

健康且便捷的羊肉产品选择。”王永亮

说。

为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北圪梁产

业园还创建了“放心羊肉 北圪梁农牧”预

制熟肉制品餐饮体系，坚守以食品安全为

核心的经营理念，积极打造特色餐饮品

牌。同时，加强与电商、商超等主体的合

作，线上线下融合，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

北圪梁产业园在推动肉羊产业现代

化的过程中，还注重生态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在山西农业大学专业技术人才的

指导帮扶下，通过实施秸秆离田饲料化

利用等措施，形成了收、储、运生态环保

体系，为肉羊全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绿

色保障。

随着北圪梁产业园肉羊繁育示范基

地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及全产业链发展战

略的深化实施，昔阳县的肉羊产业正步入

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未来，随着产业链

的逐步健全与市场的持续拓宽，昔阳县肉

羊产业有望实现更为迅猛、稳健及可持续

的增长，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作出更大贡献。

乡村振兴进行时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眼下，数字经济以其高渗透性、高通用性、高系统性、高

增值性，通过打破资源壁垒、整合生产要素、驱动产业升级、

促进三产融合、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生产效率等方式赋能乡

村振兴，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的目的，在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基于此，相关政策持续发力，数字经济

不断塑造农业农村新业态。在乡村产业上，农业智慧化通过

技术渗透、数据赋能和模式创新整合生产、气候、市场等信

息，实现育种、耕种、施肥、灌溉、灾害预警、采摘收割、预测需

求、物流销售精准化管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乡村文化

上，数字经济通过技术手段重塑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传播

路径与表现形态，将非遗技艺、民风民俗等文化活动转化为

可交互、可传播数字资源，极大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并增强

了传承创新。在乡村政务上，数字经济通过平台构建、流程优

化和模式创新，不断重塑乡村政务服务方式，形成数据共享、

业务协同和政务公开的“一窗式”“一键办”等线上线下服务

体系，高效增强了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方便了广大群众。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未来要进一步用好数字经

济特性，从产业、企业、消费者等层面多角度施策，释放乡村

发展潜力。

在产业层面，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利用数字技

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改造、提升

传统乡村产业，建立虚拟产业集群，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以此建立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的现代乡村产

业体系。通过打造数字平台，实现从生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条数字化转型，提高产业链的协同效率和整体竞争力，发挥

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打造新型产业组织形态。

在企业层面，鼓励乡村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等开展技

术创新合作，推动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广泛

培养乡村数字人才，全面提高村民数字素养。强化数字智能

生产，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进行精准管理，借助人工智

能生产全面降低成本。乡村企业亟需建立与先进生产力相

适应的完整组织架构，在认知融合、人机交互、能力共生、人

才发展方面不断演进。

在消费者层面，用好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数字渠道，

让城乡市场联系更密切，以此拓展乡村产品的市场范围和

规模，助推农产品更快“走出去”。通过多元数字渠道，使乡

村获得更多高性价比的国内外商品和服务，普惠广大村民。

利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数字技术，消费者可

在线体验商品和服务，强化服务感知精细度，改善消费体

验，激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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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肉羊全产业链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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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市昔阳县

发展“大棚经济”
带领农民致富

2 月 13 日，运城市稷山县稷峰镇孙家城
村村民正在大棚蔬菜基地采摘黄瓜，保障市
场供应。稷山县把发展壮大蔬菜产业作为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因地制宜发
展“大棚经济”，采用“合作社+基地+农户”运
营模式，提高农产品经济转化效益，带领农
民走上致富路。 姻 栗卢建摄

数字经济
成乡村振兴新引擎

晋城市高平市马村镇：
优质种苗助春耕

科学导报讯 在晋城市高平市马村镇普华园区育苗大

棚里，一株株绿油油的黄瓜苗、西瓜苗整齐排列在苗床上，

工人分工协作，将育好的种苗进行装箱、打包、搬运、装车

后，等待发运。连日来，马村镇利用工厂化育苗的优势为菜

农育好苗、育壮苗、培育优质种苗，助力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这是春节过后首批销售的种苗，有黄瓜苗、西瓜苗各

一万多株。”马村镇普华园区工厂化育苗基地负责人韩国

叶说。普华园区年育苗产量可达 350 多万株，主要培育西

红柿、西葫芦、黄瓜 3 个品种。为科学育苗，基地对水质进

行了净化处理，引进了自动化喷淋系统和暖风设备，对育

苗大棚内的温度、湿度进行智能化精准化控制，提升育苗

质量。 段云雷

科学导报讯 2 月 11 日，晋中市左权县石匣乡石匣村

热闹非凡，生肖非遗盛典璀璨启幕。属蛇村民身着彩衣，以

“金蛇纳福”为主题巡游，彩扇翻飞的小花戏、憨态可掬的大

头娃娃与孩童的嬉笑声交织，古村在非遗的律动中焕发新

生。

元宵巡游由村民自编自导，非遗技艺与乡土记忆交相

辉映。“小花戏”的“三颠步”轻盈灵动，赢得阵阵喝彩。夜幕

降临，光影交织，乡村振兴的诗意画卷缓缓展开。作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石匣村以“非遗+节庆”模式激活文化

资源。巡游至古戏台，烟花璀璨绽放，与星河交相辉映，农耕

文明的回响与新农村建设的宣言在此交汇，共同书写着乡

村振兴的辉煌篇章。 张文军

晋中市左权县石匣村：
“非遗+节庆”，点亮乡村振兴星空

科学导报讯 近日，来到朔州市凤凰城镇店坪村的和义

农牧专业合作社，一个个披着黑色棉被的香菇种植大棚展

现眼前。移步棚内，一袋袋码放整齐的香菇菌棒上，冒出了

一簇簇或褐色或灰白的鲜嫩小伞。

店坪村坚持以野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冶为目标袁立足村情

实际袁不断调优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袁努力在特色种植

上下功夫尧做文章遥 和义农牧专业合作社从 2021 年开始引

进香菇种植，通过政策扶持、示范带动等方式，投资 435 万

元建成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的香菇种植基地，走出一条

“钱”景广阔的增收之路，也让附近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轻

松就业。 赵建国 苏霞

朔州市平鲁区店坪村：
香菇种植铺就特色增收路

在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有义村，有

一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土地，山西晨裕

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裕

农科”）就坐落于此。走进晨裕农科的智

能化温室兰花种植基地，仿佛踏入了一

个梦幻世界。透明的玻璃阳光房内，近

万盆兰花舒展着细长的身姿，空气中清

香弥漫、沁人心脾。技术员皎绍芳正熟

练地为兰花换土、装盆、施肥。她说：“兰

花管理是个技术活儿，除了需要根据其

生长周期施肥用药外，还要随时保持花

盆土壤湿润，将室温稳定在一定范围

值。”

晨裕农科的兰花种植探索并非一帆

风顺。北方的兰花种植对环境、技术要求

都很苛刻，要想大面积种植，有很多关要

过。起初，因为很多技术掌握不到位，造成

在兰花种植过程中很多品相达不到要求，

但晨裕农科没有放弃。2022 年，晨裕农科

与云南大理荡山洲兰园进行合作，为建

设北方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迈出了关键

一步。这一合作不仅为晨裕国兰种育基

地带来了更多优质的兰花品种，也促进

了双方在种育技术上的交流与共享。通

过这一合作，晨裕国兰种育基地的兰花

品种达到了 150 余种，数量更是高达 50

万余株。这些兰花色彩斑斓、形态各异，更

具观赏价值。基地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也吸引了众多兰花爱好者和游客前

来观赏订购。

为了让兰花在北方健康成长，晨裕农

科的团队成员们日夜坚守在基地。他们构

建了智能化自动喷灌系统，能同时为上万

盆兰花浇水；精心调配含有腐叶土、树皮、

木炭、碎砖等的配土，满足兰花对土质的

苛刻需求。如今，基地已培育成株且可进

入销售环节的兰花有 10 万余株。项目负

责人宋天中信心十足地说：“春节前后是

销售旺季，线上线下的销售都忙得不可开

交，公司还计划把种植规模从 2000 平方

米扩大到 8000 平方米，争取建成北方最

大的国兰产业园。”

晨裕农科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兰花种

植上，还在科技合作方面成果丰硕。2023
年 5 月 24 日，晨裕农科与山西农业大学

联合共建，合作成立了北方兰花产业技术

研究中心和有机肥肥料研发中心。双方围

绕技术创新与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

多元合作关系，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模式。

另据了解，在有机肥项目上，晨裕农

科建设了年产 10 万吨的有机肥生产线。

研发人员不断试验，优化配方，生产出的

天然有机肥更绿色更健康，同时也为周边

农作物种植提供了优质肥料。晨裕农科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当地带

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沁河镇

有义村通过流转土地 700 余亩，不仅盘活

了闲置土地，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兰花

种植基地为有义村提供了 40 余个就业岗

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村民

王玉芳感慨：“这两年村里收入越来越高，

环境越来越好，往后的日子啊，肯定比这

种的兰花还美！”

未来，晨裕农科将继续以市场为导

向，以科技为支撑，在农业生物科技领域

不断创新，让兰花的芬芳飘得更远，让农

业科技的成果惠及更多人。

晨裕农科：以兰为媒 谱兴农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