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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78 年 12月 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转
折，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占国土面积万分
之一的孝义，也开始了自己的艰辛跋涉。

千年古县姗姗去，一代新市阔步来。改革开放 40年，
是孝义历届市委、市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攻坚克难抓
改革、砥砺奋进促发展的 40年；是经济社会从“结构转轨、
规模扩张、统筹发展”的创业阶段，到“吕梁领先、三晋一流、
全国百强”跨越发展的40年；是全市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综
合实力大幅提升，竞争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改善
的 40年。本期我们将开启时光隧道，一起见证孝义改革开
放40年光阴的故事。

在东盘粮村的蔬菜大棚里，闻得见果蔬

清新，看得见种植户笑颜;
在南曹村的豆腐体验馆里，亲历农村土

法做豆腐，听一段豆腐的前世今生；

在丽锦山庄的采摘园里，品得到瓜果的

美味，听得见到果农的满足;
……

走在胜溪大地，既可望“千畦细浪舞晴

空”，又可见“累累硕果惠黎民”。

40年春风化雨，40年砥砺奋进。40年改

革开放，孝义农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40 年改革开放，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巨大

福祉，覆盖了胜溪大地的每个家庭、每一个

人。孝义市广大农民群众在历届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奋发

图强，奋力赶超，在胜溪大地绘制出一幅幅美

丽的新画卷。

胜溪气象冠群伦

40 年前，我们“以粮为纲”，地里的庄稼

多是小麦、高粱，后来逐步有了蔬菜、水果等

经济作物。如今，孝义依托国家级高阳现代

农业科技园区，以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

产为方向，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累计发

展农业企业 29家，省级龙头企业 8家，吕梁市

级龙头企业 12 家，开发出了六大系列 240 多

种农产品，初步形成了以肉禽、果蔬、小杂粮、

玉米、核桃深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79年年初，孝

义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为期 15 天，贯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工作重点转移

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县开始

实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改

革。当数十万农民的劳动热情被释放，带来

的是粮食产量的空前增长。今年已经 70 多

岁，从 1978年起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程厚

福对此记忆犹新,“到 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开始下户，老百姓种什么收什么，自己说了

算，当年我们的产量就达到了 120 万斤，交

粮、纳税根本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项又一项惠农政

策的出台，孝义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中

央政策的指引下铺开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

1992年孝义撤县设市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

教兴农战略，推广应用农业实用技术，农业综

合生产力到进一步提高。1998 年起调整农

业内部结构和产品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和效

益农业。近年来，积极培育引进科技含量高，

创新能力强、辐射带动广的知名农产品加工

企业……全面落实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加快农业

产业化进程，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以巩固提升。

正是这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与豪

情，激励胜溪儿女实干苦干。看今朝，“喜看

稻菽千重浪”。现在，孝义设施蔬菜面积已达

2.46 万亩，现有标准化示范园区 10 个（其中

千亩以上 2个）；高阳镇仁义村规划发展万亩

芦笋，规模化、订单化种植，打造特色农业品

牌；下堡镇下卫底村建成了万亩富硒核桃基

地，到目前，孝义核桃高标准栽植面积已达

30.4 万亩；以铭信肉鸭、大胜村奶山羊为典

型，全市标准化畜禽养殖场已达 238个。

农家今日亦风光

40 年前，我们的农机农具还很简陋，半

截木头半截铁，马拉人拽很原始也很单一。

如今，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不仅实现了机械

化，而且农机、工具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专

用 化 ，进 入 新 时 代 又 步 入 信 息 化 。 今 年 8
月，孝义首支植保无人机队伍在梧桐镇成

立，“天上飞”代替“肩上背”，这些农民的新宠

使用成本低效率高，科学又环保。

“无人机一天一架次大概能打 200 亩左

右，我的 600 多亩地三架飞机大概一天就打

完了。”与改革开放初期，孝义农业现代化水

平已不可同日而语，种植户任佳鹏高兴地说，

“以前跟本就不敢想，机械化把农民从土地上

解放了出来。”

2018 年孝义共种植小麦 2.3087 万亩，涉

及全市 10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机收小麦工

作从 6月 12日开始，到 6月 25日全部收割完

毕，历时 13 天，其中：机械收割 2.26 万亩，达

到种植面积的 98%。

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技术上，更体现

在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的转变。从 2006年 3
月 15日，孝义首个登记注册的华莲柿业农民

合作社成立，到 2017 年 9 月 28 日，孝义也是

吕梁首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聚丰联合

社”的揭牌，十余年间，孝义种植、养殖、林业、

农机等各类农民合作社已发展到 846家。组

织进行规模种植、以电商方式开拓对接市场、

标准化生产培育特色农业品牌、推广应用农

业新科技新技术，如今，孝义农现代化进程的

每一个新领域几乎都有合作社的身影。

合作社，不仅让孝义的农民获得了更多

分红收益，也让他们进一步脱离土地的束缚，

走进更广阔的空间寻找成功的机会。而合作

社发展的保障，正是“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

度改革，更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的“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

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

十年”，给广大农民吃下的‘定心丸’。

当前，孝义正在推进的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目的正是建立如阳泉

曲镇碾头村、崇文街道留义村、新义

街道封家峪等不同类型的现代农村

产权制度，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村民变股民”的方式，增加集体

和村民的收入，让新时代农民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

乡村“花样”谋振兴

40 年前，我们没有休闲农业，庄

稼只是用来收获。如今，芦南村连续

举办几届“甜瓜采摘节”，兑镇镇办起

了柿子文化节，樱桃、草莓、葡萄、杏

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采摘基地吸

引着无数游客，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的结合，为农民创造了新的收入来

源，也点亮了人们的品质生活。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展农业产

业化的同时，不断激发农村新功能，

打造一批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孝义市农委主任苏

晓明告诉记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改善，大多数人开始厌恶喧嚣的城

市，更向往静谧的乡村，开心农场、采

摘基地成为“人员聚集地”。每逢节

假日，尤其春暖花开、夏长秋收时节，

人们成群结对、携家带口走出家门，

走进田间地头，吃吃农家饭、干点农

家事、睡睡土炕头，忆苦思甜、返璞归

真。

在风情古朴的四合院尽享田园

生活，在绿荫环绕的山庄认领一颗果

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

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这

为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孝义市以服务城市、富裕农村为目

标，依托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现代农

业，把农业向观光休闲、文化体验方

向延伸，走出了一条农业文化旅游

“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

善，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的路子。

截至目前，该市共有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景点 108个，其中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 7
个，市级示范点 7个，精品线路 6条，年接待游

客 130 万人次以上，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总

收入达到 19005 万元，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已超过 1 万人，其中农

民占 79.5%。从“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

健康”到“乡村休闲游”“农事体验游”“村镇度

假游”，该市将特色农业以“特”立足、以“特”

延伸，让乡村更加美丽、农业更加兴旺、农民

更加富庶，实现了市民的田园梦和乡村的振

兴梦。“传统农业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

现代农业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而特色农业是

发展现代农业的最佳切入点。”苏晓明告诉记

者，改革开放 40年，孝义三农面貌沧桑巨变，

每一次改变都得益于孝义人的理念更新和探

索实践，更离不开中央顶层的设计推动。

春华秋实。这 40年，是孝义市农业实现

跨越性发展的 40年，这 40年，孝义农业发展

的脚步铿锵有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揭开了中国“三农”发展的新篇

章。“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再

出发，在希望的田野上阔步前行，我们的农业

将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农村将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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