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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交城寒意渐浓，交城县覃村村委

会所在地却是一片热闹场景。2021 年交城

县高素质农民培训覃村班正式开班授课。

本次为覃村村民送到家门口的培训为期

五天并全程免费，培训内容聚焦交城县乡村振

兴和产业农业发展人才需求，以促进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满足农民理念知识技能

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关键，主

要包括农业政策与法律法规、果树规模生产与

病虫害防治、农作物实用栽培技术、玉米规模

生产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农业综合实用技术等

内容。培训采取“理论+实践”的学习模式，除

了丰富的专题讲授，还有最新的线上政策讲

解，并赴文水、太谷等地考察学习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和未来乡村建设经验，切实为学员提供

一个直观、生动、实际的学习平台，有效激发农

民学习探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开展业务

技能培训只是交城县做好新发展阶段“三

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的措施之一。交城

县多渠道促就业，尽全力拓展农民增收空

间，为乡村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水”。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建设“人人持证、

技能社会”，大力实施“技能培训+劳务派遣+
就业服务”一体化培训就业模式，深入推进

特色劳务品牌培训。开设美容美发、保健按

摩、中式面点、电工等职业技能培训，开展吕

梁山护工培训，让更多村民走出大山，通过

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同时，开展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一批掌握先进种植方法

的村民逐步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坚持民生创享，着力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加快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注五保户、残疾人、孤儿等社会群体，发放低

保、五保、高龄老年人生活补助等各类救助资

金，切实兜好民生底线。实施雨露计划，对全

县建档立卡已脱贫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

教育的在校学生每生每年给予 3000元的补

助。开展农村养老服务行动，社会福利养护院

基本建成，6个日间照料中心具备运营条件，农

村老人走进“幸福驿站”。

统筹使用公益岗位。调整优化乡村公

益岗位政策，健全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

领补、有序退岗的机制，最大化实现公益性

岗位设置和就近就地创造用工岗位，334 名

聘用人员实现动态管理，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水利河道、农田整治、产业园区、林业基

础设施等涉农项目建设和维护时采取以工

代赈方式开展，努力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

长，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

民群众和全国人民一起向着共同富裕目标

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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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是实现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升级是

实 现 二 者 有 机 衔 接 的 必 然 要 求 。

交城县着力强产业，兴基础，为乡

村振兴集聚发展动能。

现代农业产业不断壮大。围

绕粮食安全，完成 6 万亩粮食生产

功能区划定，认证“三品一标”16
个，完成 3 个无公害农产品复查换

证。围绕品牌创建，构筑“两特两

优”农业产业格局，全力推进巨鹏

鑫渔业虹鳟鱼养殖基地建设，实施

龙兴生态 3万头生猪养殖、新常兴 4
万头生猪标准化养殖项目，东辉农

牧 998头肉牛养殖、前火山锦绣 500
头肉牛育肥项目。围绕产品加工，

完成 4000亩高粱基地建设，以酒糟

带动养殖，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

业集群，形成产业新亮点。

乡村旅游产业多点开花。围

绕传统古村落保护与古村镇开发，

高标准推进磁窑村、段村、田家山

村 乡 村 文 化 旅 游 项 目 建 设 ，完 成

“黄河人家”“农家小院”128 户；如

金 温 泉 被 评 为 国 家 3A 级 旅 游 景

区，苏家湾入选全省第二批 3A 级

乡村旅游示范村，庞泉沟峡谷漂流

“华北第一”招牌更响，成为“寻根

黄河、春到吕梁”乡村旅游线路重

要站点，乡村旅游开启新时代。

农村电商产业成效显著。以

“服务三农”为出发点，通过“工业

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构建起“1+
4+10+96”电商扶贫网络，即：建成 1
个县级公共服务中心，引进阿里巴

巴、京东、乐村淘、供销 e 家 4 大电

商平台，开通了覆盖全县 10乡镇的

电商服务站点 96个，形成县有运营

中心、乡镇有服务站、村有服务点

的三级电子商务供销运营体系。

走进交城县西社镇，一条条平

整的马路，一排排别致的屋舍，一

张张舒展的笑容……在大自然的

辉映下让人赏心悦目，山水间“摇

曳”出的是环境整治带来的美好生

活。“我们每天不仅要把自己院子

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还要把房前屋

后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看着舒

服，心情也跟着敞亮。”如今，清理

周边环境卫生已经成为了西社镇

村民们每天的习惯。

西社镇的“山水画”只是“大美

交城”的一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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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城县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聚

焦绿色转型发展，不断优生态，增

动能，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

实施“六乱”整治攻坚。坚持

绿色减贫理念，以绿色发展引领乡

村振兴。全县“六乱”整治累计投

入超过 1 亿元，清理垃圾 18 万吨，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252 处，取缔违

法占地 335处，复垦农田面积 483.5
亩，美化绿化县乡道路 9.8 万平方

米。建立完善城乡一体化环卫制

度，逐步实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有效完善农村垃圾处理体系，整治

成效再次提升。

全面推进乡村建设。按照“差

异化、特色化、科学化”的要求，扎

实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编

制完成了《实用性村庄建设规划》，

实施 8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实

施西营集供输水管网巩固提升工

程，确保温家寨、贺家寨等 5 个村

6000 人饮水安全。推进平川东部

区域、华鑫热源厂及北部区域集中

供热扩容工程，进一步增加乡村清

洁采暖面积。实施生态恢复工程

建设，完成西社镇、水峪贯镇等矿

区植被恢复 4200亩，打造一批生态

恢复样板工程。

提升污染治理水平。西营镇

污水处理厂实现托管运行，义望

村、野则河等三个村级生活污水治

理项目进展顺利，庞泉沟镇 3 座生

活污水处理站建成并试运行。投

资 1.2 亿元启动了集垃圾分类、道

路清扫、公厕保洁、智慧环卫系统

和转运站建设为一体的城乡环卫

一体化 PPP 项目。依托玖珑腾固

体废物处置中心，对平川区域 62处

一般固体废物和新发现的固废全

部进行了规范化整治，同时，持续

推进农村改厕工作，有效改善乡村

环境。

在刚刚过去的深秋，一场由交城县文

化馆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免 费 开 放 成 果 展 演 在 美 特 好 超 市 精 彩 上

演，前期接受免费公益培训的群众和个人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这次展演活动真不错，又有歌舞，又有戏

曲，让我们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还能

欣赏到这么精彩的文化大餐，提升一下自

己的文艺水平。”前来购物的市民欣喜地表

示。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

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交城县聚焦“兴文化”，着力“树新

风”，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文化阵地建设持续推进。以群众需求

为根本，重点将公共文化资源向脱贫地区倾

斜，建成开馆城头村非遗陈列馆、磁窑村博

物馆等 5 个村史馆，加快建设体育馆、图书

馆、文化馆、美术馆，逐步细化“站+会”模式，

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

化需求，提升服务实效。

文化活动开展力度加大。结合交城优

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举办首届戏剧票友大赛、段村第二届乡村文

化旅游节、首届锣鼓地秧歌大赛、首届乡村

歌手大赛，各类媒体直播观看人次达 300万

人次。探索“免费送戏进景区、进校园、进企

业”，实现送戏下乡演出全覆盖，完成送戏下

乡 70 场，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先进文

化、共享艺术发展成果。

乡村移风易俗不断深入。以文化为引

领，通过培育、选树、宣传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孝亲敬老典型，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

新风。启动了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建设，新

建或改建集中祭祀点 15 个，并全面推进县

级殡仪馆建设。

为振兴夯基

为发展蓄能

为乡村添彩

为幸福加码

磁窑村古村落乡村记忆馆

建在家门口的生产车间 张建中 摄

推行“煤改气”实现乡村清洁采暖

生猪标准化养殖 郁朝宁 摄

乡村经济搭上电商“快车”

传统美德墙上展 文明新风拂面来

强产业强产业

惠民生惠民生

兴文化兴文化

优生态优生态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如金温泉

好风凭借力，扬帆再起航。交城县
精准把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点，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和组织振兴，力促现代农业根基进
一步巩固、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乡
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宜居乡村建设步
伐加快、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农村社会
保 持 和 谐 稳 定 ，为 全 县 实 施“ 四 创 战
略”，打造“四张名片”夯实乡村基础。

培育高素质农民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