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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 年以来，汾阳市紧紧围绕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始终坚持“政府推动、政策扶

持、科技引领、农民自愿”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

科技为引领，着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依托资源禀赋，

大力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

收。“农”墨重彩精心打造“一田两园三带九基地”。

“一田”是建设良种繁育田，即在峪道河镇建设

1000 亩晋谷 21 号良种繁育田。“两园”是建设休闲农

业 示 范 园 和 优 质 水 果 采 摘 园 ， 大 力 开 发 农 业 多 种 功

能，发展休闲旅游农业等新兴业态，2018 年发展栗家

庄乡河堤村休闲旅游示范园和栗家庄村 500 亩无公害

示范果园。“三带”是发展三大产业带，即以杨家庄

镇、栗家庄乡、峪道河镇、三泉镇等边山丘陵区为中

心的杂粮产业带，以演武镇、肖家庄镇、冀村镇为中心

的平川河灌区主粮产业带，以辰北街道的籽城坊社区、

北廓社区和杏花村镇的永安村等村为重点的高效经济作

物产业带。“九基地”分别指谷子、高粱、红薯、花

生、中药材、水果、长山药、芦笋、食用菌基地，2018
年全市谷子种植面积 5 万亩，其中 300 亩以上集中连片

面积 10100 亩，涉及 7 个乡镇 26 个村 1803 户，通过示

范引领，辐射带动全市均衡增产；全市种植高粱 4 万

亩，500 亩以上集中连片面积 15275.31 亩，涉及 9 个乡

镇 23 个村 3092 户，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技术，采用

“八统一”管理模式；全市种植红薯 1 万亩，2018 年重

点打造三泉镇张多村、新贤村 500亩核心示范区，采取

统一规划、施肥、铺膜的管理模式；花生基地种植花生

1万亩，打造冀村镇 1000亩核心示范区；2018年全市种

植柴胡、远志、黄芩、牡丹、芍药等道地中药材面积

4000 余亩，重点建设贾家庄村芍药 290 亩、牡丹 100
亩、玫瑰 30、桔梗 70 亩共 490 亩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

地；今年汾阳市种植梨、桃、杏、柿子、葡萄等水果面

积 30000 亩，在栗家庄村建设 500 亩无公害梨示范基

地、80 亩桃基地和 200 亩乔化密植苹果示范园以及在

峪道河镇的敖坡村建设 280 亩旱地苹果示范园和栗家

庄乡田村、阳城乡见喜村建设 100 亩高密度中间砧苹

果示范园；全市长山药种植面积 400 亩，长山药集中

连片示范田主要在冀村镇冀村、仁岩、艾子村，预计

效益每亩 1.2 万元；全市芦笋种植面积 1500余亩，达产

期平均亩产 700公斤，亩效益 8400元，亩纯收入 6000元

以上，创造了流转土地、规模种植的成功模式；全市食

用菌年生产规模 150 万棒，年总产量 150 万公斤，总产

值 600万元。

汾阳市在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始终把科技创

新和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推广作为促进产业发展的重

要抓手，积极引进试验示范，新品种新技术，集成推广

了节水抢墒播种技术；秋季深松耕、晒垡、纳墒技术；

轻简化栽培技术；全程机械化作业技术，绿色防控技

术。同时，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创优名特品牌，大力推

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加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三品一标”认证力度，

汾阳酿酒高粱、汾州小米、冀村长山药均为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2018年汾阳市特色农业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各类农产品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预计谷子平均亩产 200 公斤，高产田可达 400 公斤；高

粱平均亩产 500 公斤，高产田可达 750 公斤，仅谷子、

高粱两大杂粮种植总产值预计可超亿元。长山药、芦

笋等经济作物预计亩收入达 8000 余元。做大做强特色

产业，成为汾阳市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推动力，

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丰收的喜悦带

给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

基础。 （陈月飞 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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