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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全县的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

的大文章，是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首当其冲

的施政方针。

履职以来，乔云先后三次赴中国农科院考察洽谈、争

取合作，今年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正式将兴县列为杂粮

基地，在兴县蔡家会、固贤建立起集中连片的实验基地。

高粱垂红穗，荞麦话丰收。金秋时节，兴县固贤乡中

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荞麦高粱种业试验基地里的百

亩荞麦．红高粱及迎来成熟期，一串串红高粱穗粒饱满，

一株株荞麦颗粒充实，丰收在望。

基地里，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展开忙碌的秋收作业。

人们手拿镰刀穿梭其中，一株株颗粒饱满的荞麦在镰

刀声中应势倒下，被村民拾起、收堆打捆、晾晒，打场，田间

地头，人欢马叫，好不热闹。

固贤乡，土地肥沃、气候独特具有典型的黄土高原特

色，是发展优质杂粮的理想区域之一。

有凤来仪，非梧不栖。今年初，固贤乡积极响应县委

政府“建设中国小杂粮种业试验示范基地和生产基地县”

的号召，得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青睐。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依托固贤气候、土壤等自然条

件，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科研团队+基地”的经营模式

大力发展高粱、荞麦种植，并通过精耕细作的科学管理方

式，在吴城村建设 100余亩荞麦、高粱种植基地，中科院的

99个杂粮品种下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

春耕夏耘，加上科学管护，结出了累累硕果。

国庆期间，笔者来到这里采访时，中国农科院作物研

究所的研究员李伟、沈伦豪、张松分别带领由当地农户组

成的 3个种植小组，正在日渐成熟的试验田里展开秋收测

产作业。

村民孙大女和李秀梅是测产收割的第一小组，是种庄

稼的好把式，收割、打场、筛选、封装、称重 4个步骤就地完

成。“这些品种有的产量大、有的产量小、有的成熟早、有的

成熟晚，我们种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荞麦的品种能有这么

多。”李秀梅说。

“ 今 年 ，我 们 在 基 地 打 工 ，一 天 90 块 钱 ，收 入 还 不

错。”孙大女说。

李秀梅说：“以前村里没有连片的产业，我们都是种洋

芋、玉米，自产自销。现在有产业，为我们解决了就业难题。”

研究员沈伦豪告诉笔者，就地测产目的是要从试验田里

寻找最适宜当地种植的杂粮品种，同时研究各个品种的基因

密码，为下一步选育优质杂粮品种，做出最科学的选择。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固贤乡牢牢抓住‘打造优质杂

粮种业试验示范创新基地县’的目标，紧紧围绕种业转型

升级、农业提质增效，依靠改革创新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初

步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的现代种

业发展体系，推进迈向种业强乡的步伐。”县委常委、固贤

乡党委书记李晋文说。

不到一年的工夫，一块原来普通的黄土地华丽转身，

变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土地”，变成了一片响当当

的科学试验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的汗水换来“颗粒归仓”，村

民的脸上也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孙大妇和李秀梅都是高

粱、荞麦种业发展的受益者。以前，自产自销的传统耕作

方式，一年苦到头，收入却没有明显提高。如今，种业基地

建到了家门口，他们便来到基地务工，这样不仅多了一份

收入，还方便照顾家人。

固贤乡乡长赵海军介绍说，下一步，种业基地还将优

化种植模式，打造标准化示范基地，让产业发展带来的红

利惠及更多群众，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据兴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志辉说，“今年是近年来最

好的丰收年，在县委县政府对农业工作的高度重视下，全

县粮食面积达到 54 万亩，产量 1.8 亿斤，比去年增加 6 万

亩、产量增加 0.2亿斤，小米、杂粮、林果等产业产量均创历

史新高”。

近年来，兴县把杂粮产业作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龙

头，围绕打造“山西小杂粮第一县”、“中国小米之乡”的目

标，努力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田畴迎丰收，乡村气象新，希望的田野上，农业新产

业、新业态正如雨后春笋般迸发出生机与活力。今年，兴

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达到 54万亩、生猪出栏累计达到 100
万头、新建日光节能温室 100 座、实施干果经济林高接换

优示范项目 4000亩、新发展食用菌菌棒 200万棒、打造中

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种子基地 5000亩……

启航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在时不我待的发展大潮中，

兴县县委、县政府乘着党的二十大“东风”，坚定不移贯彻新

发展理念，落实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要求，顺应产业发展规

律，加大政策扶持，健全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小杂粮产业、现

代设施农业、生猪养殖业，向着“农业产业兴旺、农民稳步增

收、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奋勇前进、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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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红色沃土唱响丰收曲
□ 文/图 张亚东

在欢庆全国第五个农民丰收节期间，兴县广袤的田野上铺展最美的画卷，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捷报频传，到处
是丰收的喜人景象，从茶山之巅到黄河岸边，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到处是辛勤劳作的农民，三十万兴县人民，同庆丰收
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十里河滩，十里枣香。金风送爽，沿黄

的兴县罗峪口红枣迎来了采摘时节，红彤彤

的枣儿像一颗颗靓丽的宝石缀满枝头，沿着

奔腾不息的黄河展开了醉美的丰收画卷。

“我家种的 12亩枣树，一亩产量至少也

有 2000 斤，一斤红枣好的能卖到 2 元，一般

的也能卖到 1.2 元，初步估算今年光红枣就

能收入 3万元哩。”看着缀满枝头，红彤彤的

大红枣，罗峪口村村民马利俊欣喜万分。

“庄户人家都一样，一家做啥都做啥。”罗

峪口镇李家梁村村民王引富，种植的 5亩梨枣

也获得了大丰收，硕大的梨枣红绿相间，清脆

甘甜，可人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吸引着众多客

商及来沿黄公路旅游“打卡”的人们。

王引富高兴地介绍道，梨枣是镇里几年

前从山西省农科院引进的新品种，具有肉大

核小、酥脆清甜的独特优势。今年年景好，

梨枣获得了大丰收，梨枣颗粒特别大，一把

只能抓三颗，一亩能产 4000 多斤，一斤按 2
元算就能卖 8000元，随着沿黄旅游公里的开

通，上门采摘梨枣正在成为新时尚。

事实上，今年风调雨顺，是沿黄红枣生

长最为有利的一年，春季雨水充沛、秋季日

照充足，各种各样的红枣长得又大又红。丰

硕的果实不仅吸引了周边的客商，让本地的

不少农户也转身变成了红枣经纪人。吸引

了前来收购红枣的各地客商。

今年 63岁的保德县人冯彦彦，是多年来

活跃在沿黄一带，最受农户青睐的红枣经纪

人，早在半个月前他就来到罗峪口“扎驻”，

未雨绸缪为收购红枣做了充分的准备。

“诚实守信、价格公道”是经商获利之

道，也是他多年来的经商标签。因此，赢得

了罗峪口一带枣农的认可。

“罗峪口一带的红枣果实饱满、甜度适

中，加之当地老百姓淳朴厚道，所以我每年

来这里收购红枣。今年红枣大丰收，但我们

也绝不因此压价‘坑农’，做生意诚信口碑最

重要，丰年欠年一个样。”老冯坦言，仅十来

天，他就收购红枣 10万多斤，比别人多亏了

近 2000元，但算总账还是赚钱的。“权当为当

地枣农增产增收做贡献！”

此外，当地韩家吉的牛贵军、崔永兵等

数十户头脑灵活的农户，也在家门口自立门

户收购红枣，忙得不可开交。

罗峪口镇是兴县典型的“红枣之乡”，拥

有红枣经济林 2.5 万亩，人均红枣树达 2.5
亩。过去罗峪口镇曾有“粮自足，枣发财”美

誉，说的是生产的粮食足够过日子，通过卖

枣来发家致富。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与此同时，罗

峪口镇党委书记白乃兵也忙得不亦乐乎经

常深入一线了解市场动态，察看红枣品质，

为农户“指航定向”。

白乃兵表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我们要把红

枣产业作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亮点，立足地

域优势，发展壮大红枣产业，发掘红枣特色

加工，发展熏枣、烤枣、紫金枣等特色产业，

形成产出、加工、销售一体化渠道，发展推进

电商物流，把罗峪口的红枣打造成一个品

牌。把全镇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新乡镇。

兴县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丘陵地区，由

于干旱少雨适合红枣生长的地理气候，红枣

产业成为当地的优势产业，全县红枣种植经

济林面积 17万亩，尤其以罗峪口、蔡家会、圪

上，瓦塘、高家村最为有名，占据着沿黄群

众收入的“半壁江山”。今年以来，兴县专门

出台了支持红枣产业发展壮大的意见，通过

优种改良、龙头带动、产业延链、文旅融合等

措施推动红枣产业提档升级发展壮大。

国庆节期间，在交楼申乡

坤源农业有限公司的食用菌大

棚里，打工返乡创业的张维看

着刚刚从菌棒上冒出的香菇幼

苗，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几年前，张维还是交楼申

乡“榜上有名”的贫困户，一直

靠太原打零工为生。由于省城

生活开支大、收入较小，经常入

不敷出。

2019 年 村 里 建 起 香 菇 大

棚后，夫妻二人承包下 1200平

方米的联动温室菌棚，合计着

返乡创业。

“出师大吉，旗开得胜。当

年我就收入 5 万元，一下子就

扔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回忆

起当时一举成功的情景，张维

至今津津乐道。

随着经验的积累夫妻俩种

植大棚是越来越默契，驾轻就

熟，除了给自家的大棚干活外，

闲余时间还种植自家的口粮

地，妻子还时不时给香菇加工基地务工，日子

过得越来越红火。

58岁的马海明，是第一批参加香菇种植

的农户，尝到甜头的他，这几天和妻子忙着整

理大棚，摆放菌棒，为种植冬菇做着前期准

备。“种大田，靠天吃饭，收入不稳定，经常要

遭受自然灾害，种大棚旱涝保收，收入稳定有

保障。”马海明“深谙此道”直言不讳。

“近年来，交楼申乡按照县委一乡一特一

园区、一村一品一基地的思路，因地制宜发展

特优产业，紧密联系当地脱贫群众增收致富，

发展起 130万菌棒、带动 4个贫困村 150户农

户实现了原地就业，走出了一条公司+农户，

产业+基地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交楼申乡副

乡长牛玉明说。

兴县交楼申、恶虎滩、东会一带林木茂

盛、气候冷凉，为发展食用菌产业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兴县县委、县政府早已瞄准

了这片发展食用菌产业的“风水宝地”审时度

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河南西峡县的食用菌

种植企业“抛砖引玉”，几年的扶持培育，目前

香菇产业在兴县遍地开花，形成了香菇、平

菇、赤松茸三大品种，培育起本土食用菌龙头

企业 7家，集体香菇产业合作社 14家，今年继

续依托现有食用菌生产加工龙头企业，采用

“龙头企业+经济合作总社+农户”模式，全县

发展香菇菌棒 310 万棒，带动奥家湾、交楼

申、固贤、东会四乡镇共 1980 户农户参与食

用菌种植，户均年增收 3100元。

2022年兴县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

出台了《兴县食用菌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引

进河北阜平食用菌企业和现有的河南晋豫公

司同步带动食用菌产业良性发展，全年发展

秋冬菇和夏菇 500 万棒，新建食用菌出菇棚

300座、养菌棚 60座，为扩大食用菌产业再次

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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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兴县固贤育种基

地。

图②罗峪口镇红枣收购现场。

图③山西晋绥农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谷子基地。

图④高家村镇张家湾村玉露香梨喜获丰收。

图⑤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荞麦高粱种业试

验示范兴县基地荞麦收获的场景。

图⑥兴县交楼申乡的脱贫户张维的香菇大棚。

图⑦兴县嘉恒牧业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场湖羊满圈。

图⑧兴县东会乡的膘肥体壮的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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