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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农 业 特 色 产 业 是 推 动 乡 村 振

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举措。近年来，

孝义市阳泉曲镇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发展”这一核心要义，坚持把中

药材种植作为优化产业结构、群众增收

致富的新兴产业，在去年试种中药材成

功的基础上，加大撂荒地整治力度，扩大

种植面积，今年已种植 500亩柴胡。

夏日里，沿着克俄村的林间小道一路

而上，就来到中药材种植基地，群山环绕

下，一块块规划整齐的大田映入眼帘，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侯治海告诉笔者，考虑

到柴胡回本周期长、见效慢，今年播种时节

特意选择玉米、柴胡套种模式，眼下看到的

是玉米苗，再过几个月柴胡也将露头。

笔者了解到，近年来，克俄村积极谋

划，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种植

产业，并采取多点试验、循序渐进、逐步

推广的方式推广种植中药材，推动中药

材产业在孝义市发展壮大。

“去兴县药材种植基地考察后，支部

村委带领党员协商试种药材，去年种了

260亩左右，效益非常好，药材对西部山区

地理气候比较适应，所以今年大面积种植

柴胡。”据侯治海介绍，今年种植的 500余

亩粮药田，去年还是一片撂荒地。“通过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土地托管’模式，由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规划整理撂荒

地，打破原有的地界田埂，实现小田变大

田，同时推广‘全托管’模式，集约高效利

用土地，让撂荒地再变‘希望田’。”

据了解，在“全托管”模式下，由合作

社担任“田管家”，对土地进行统一管理，

负责耕、种、防、收，最后由药业公司保底

收购，同时带动全村百余人就业，有效解

决进城务工农民的“土地包袱”。“今年我

们计划再种 1000亩药材，根据气候，后半

年还有其他品种需要种植。”侯治海说。

一株小药材既是治病救人的良药，

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良方”。通过种植

中药材，村民们不仅能够获得土地流转

费用，还能在种植过程中参与各环节的

管护和采收，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切

实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我有 5、6亩地都用于中药材种植了。不

仅如此，我还能在地里干活，一月能挣

2000 多，而且我还学会了许多中药材种

植技术，这让我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

袋。”村民刘东生说道。

党建引领风帆进，乡村振兴正当时。

下一步，克俄村将依托中药材种植，由党

支部牵头，上马中药材加工厂，延伸产业

链，走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可持续发展

之路，助力村集体经济跑出“加速度”。

“把中药材产业打造成富民强村的

龙头企业，为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增收

夯实基础。目前，该项目实施方案已经

市农业农村局审批备案，后续工作正在

筹备中。”侯治海对未来充满希望。

六月，值此硕果盈枝之季，下栅乡以

“果”为媒，以节会友，喜迎八方宾客共赴

一场与樱桃的甜蜜约会！近日，下栅乡

第六届樱桃节在兴跃村宏源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拉开帷幕。

樱桃园里，一颗颗玲珑剔透的樱桃

披上红妆，挂在枝头，在阳光下泛着光

泽，令人垂涎欲滴。得益于地肥水美的

生态环境，凭借着极高的颜值和鲜美的

口感，下栅樱桃“圈粉”无数，每年初夏，

都有大批的游客前往下栅，赏美景摘樱

桃，只为品这初夏的“第一口甜”。

此次樱桃节为期 13天，相比往届，今

年的“时间线”拉得更长，内容也更丰富

多元。活动在下栅乡兴跃村宏源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设主会场，得龄酒厂设分

会场。主会场还有文艺节目展演，秧歌、

舞蹈、旗袍走秀、锣鼓表演等，让游客在

体验丰收硕果和采摘乐趣的同时，进一

步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是第二次来这里了，这里的樱桃

非常甜，看着每一个樱桃都很可爱，舍不

得摘它。不仅如此，现在的活动也越来越

丰富，体验感越来越好。”游客李朝华说。

已举办了 6届的樱桃节，见证了下栅

乡以樱桃为“媒介”，将美丽乡村、红色文

化、休闲娱乐等要素“一线串起”，努力培

育生态休闲旅游新业态，全力推动乡村

振兴的发展历程。

笔者了解到，位于主会场的宏源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已培育种植有苹

果、玉露香梨、葡萄、樱桃等 10 余个果树

优良品种，均已获得有机产品认证。按

照“合作社经营、农户参与、产业化发展”

理念，宏源种植农民合作社将依托独具

特色的产业资源、丰富的自然资源，激发

农旅产业发展新活力，为乡村旅游提供

有力保障，让小樱桃在乡村大振兴中显

大身手。

如今，樱桃不愁销了，但如何才能继

续保持优势并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

抓手呢？下栅乡倾力打造“下栅宝”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因地制宜发展“尧仲小

米”“高仁核桃”“恒信硒醋”“得龄王酒”

等农产品，引导特色优势产业集中规模

发展，下栅宝品牌脍炙人口。

作为“下栅宝”品牌的得龄酒厂，在樱

桃节分会场推出了非遗文创产品展销、樱

桃酒、音乐节活动，在满足味蕾与视听享

受中共品酒香、共享音乐盛会。“此次下栅

乡第六届樱桃节，我们酒厂推出了一款樱

桃酒，就是用下栅宏源合作社种植的樱

桃，加上得龄酒厂醇厚的美酒，特制的一

款樱桃酒，欢迎广大游客朋友前来品尝。”

得龄酒厂总经理薛建鹏说道。

红樱点点，上下皆画。樱桃节期间，

骑行打卡、机车巡游等活动吸引了来自

该市及周边的骑行爱好者，广大骑友们

环下栅乡道骑行，呼吸新鲜空气、体验乡

间美景，同时还积极参与打卡盖章活动，

尽享樱桃的甘甜与运动的畅快。“今天进

行环下栅的骑行，这个路况非常好，景色

很好，空气也不错，其次是来到这儿感觉

到下栅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来自介休的

骑行爱好者罗宏灿希望今后能在孝义享

受更多乡间骑行道路带来的曼妙风景。

“品牌集聚效应，折射出的是产业升

级的新变化、乡村旅游的新活力和镇域

发展的新面貌。”下一步，下栅乡还将继

续以特色农业为核心，谋划培育更具标

识度、带动力的富民产业，坚定不移推进

高质量发展。

以“一园一企一业”乡村振兴路径为

引领，近年来，孝义市加快农业龙头企业

培育，做强富民产业。西辛庄镇依托当

地资源禀赋，培育以凰鸣农牧为代表的

特色产业，让乡村经济活起来，为群众增

收致富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

近日，笔者走进孝义市西辛庄镇凰鸣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鹌鹑养殖基地，新成立

的五彩凰鸣鹌鹑蛋食品加工厂内，设备已

经全部入厂，工人们正抓紧安装调试生产

设备，为 7月中旬的投产做准备。

2023 年，西辛庄镇开始着手发展特

色鹌鹑养殖产业，新建养殖棚舍 7 座，面

积达 1万平方米。走进养殖大棚内，笔者

看到，一排排干净整齐的养殖笼里，鹌鹑

正在悠然进食，不时有新鲜的鹌鹑蛋滚

落在蛋槽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基

地凭借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养殖技术，

实现了存栏量的快速增长，目前，鹌鹑存

栏量已达 100余万羽，成为山西省规模较

大的专业鹌鹑养殖场。

一年时间的检验，证明这次尝试是成

功的。“我们养殖的是中国白羽鹌鹑，基本

上 33—35天可以看到它产第一颗蛋，产蛋

率能达到 85%—90%左右，日产蛋能达到

2万余斤。”孝义市凰鸣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荣笑着说。随着市场需求的不

断增加，以及养殖基地与经销商建立的稳

定供货关系，企业养殖规模也在不断扩

大。今年，在做大做强养殖业的基础上，

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公司又投资 3000
余万元建起了鹌鹑蛋食品加工厂，预计在

7月中旬即可正式投入生产。

据了解，五彩凰鸣农牧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鹌鹑蛋食品加工项目于今年开工

建设，总面积 25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深加工车间、品控部、留样室等，生

产线投用后将实现从鹌鹑养殖、鹌鹑蛋

生产到相关系列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发

展，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000余万元。

“有了这条生产线，工厂基本上实现

了 3种鹌鹑蛋产品的加工，第一类是休闲

食品类，独立包装，主要供给便利店、超

市、零食店，第二类是去皮清水蛋，第三

类是熏蒸蛋，真空包装以后主要用于烧

烤店，日消耗鲜蛋可达 1 万余斤。”张荣

说。

加快特色农业项目建设，需要政企

协同合作。西辛庄镇政府为项目提供政

策引导、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全方位支持，

推动到村工作大学生参与项目发展，鼓

励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协调各

方资源，让项目能够真正惠及村民，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

“下一步，我们将在鹌鹑肉的休闲食

品和功能性食品上做进一步的研发。”张

荣告诉笔者，鹌鹑蛋初加工产业的建成

不仅实现了孝义市特色养殖深加工的新

突破，也填补了该市鹌鹑类休闲食品的

空白。

孝义市启动“爱心妈妈”

结对关爱三年行动

本报讯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

2024 年度山西省非遗保护实践、非遗工

坊、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 3类典型案例入

选名单，共有 40 个案例在列。孝义市碗

碗腔剧团演出有限公司（孝义碗碗腔）入

选全省非遗保护实践典型案例，孝义三

皇圣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孝义三皇庙

景区）、孝义市南曹村九州香豆制品有限

公司入选全省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典型

案例。

作为国家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 19 县市之一，孝义市高度重视非遗保

护工作，将非遗纳入全市总体工作部署，

与城乡建设、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生态

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统筹规划、

协调推进、融合实施，非遗融入百姓生

活、助力文旅融合作用日益凸显。

孝义碗碗腔作为国家级非遗，在传

承过程中非常重视传承人的培养，通过

师徒传帮带、与艺术学校合作办学等方

式，确保后继有人，技艺得以延续。同

时，加强对非遗项目的研究和整理，深入

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对经典剧目进行

精细化排练和录制，开展“送戏下乡”“周

末剧场”“非遗进景区”“濒危剧种展演”

等展示展演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

非遗的价值。

孝 义 三 皇 圣 殿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孝义三皇庙景区）依托元代古庙，举办

各类传统文化展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产业，制作销售皮影、木偶等工艺品。经

常承办民俗文化学习培训和展演活动，

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教育、历

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研究、弘扬民间文艺

的重要基地。景区内不仅可以观展，还

可以动手体验。

孝义市南曹村九州香豆制品有限公

司依托“九州香”豆腐生产基地的豆腐文

化与农耕文化精心打造了科普教育展

馆，包含问石苑、乡愁馆、现代化生产车

间、福黎馆、豆腐加工体验场五大功能

区。游客可以通过场景还原，看到大豆

从播种、采收到制作成豆腐的传统工艺

全流程，也能看到现代化豆腐生产流水

线，同时还能亲自转动石磨直接参与、体

验豆腐制作，是集生产加工、文化传承、

制作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

（文/张丽妍 图/赵元明）

本报讯 近

日 ，孝 义 市 妇 联

在 全 市 范 围 内 发

起“爱心妈妈”结对

关 爱 留 守 困 境 儿 童

行 动 ，孝 义 市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妇 联 执 委 、基

层妇联工作人员、巾帼标

兵相关人员等纷纷报名加

入“爱心妈妈”队伍。目前，

已招募“爱心妈妈”126人。

据了解，“爱心妈妈”结对

关爱留守困境儿童三年行动是

全国妇联等九部门牵头发起的

一项关爱行动。按照就近就便、

供需匹配等原则，孝义妇联积极开

展“爱心妈妈”招募活动，动员广大

妇联干部、妇联执委率先带头，三八

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示范带动，各

行各业爱心人士广泛参与，人人争做“爱

心 妈 妈 ”。 与 此 同 时 ，精 准 了 解 该 市

0——18周岁的留守儿童、散居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困境儿

童的学习、身体、心理状况以及家庭基本情

况，并建立所涉儿童家庭档案、信息台账等，为

结对工作提供支撑。截至目前，已有 101名留

守困境儿童和 126 名爱心妈妈进行了首批结

对，后期会根据留守困境儿童的变化情况再进

行结对。

孝义市结合“爱心妈妈”自身特长和行业

特征，对其进行分类管理，并结合困境儿童的

个性需求，采取“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关爱方

式，行动将采取“一对一”“多对一”结对关爱方

式，通过定期入户随访，不定期电话联系等方

式，与孩子进行亲情沟通，了解其学习思想等

成长状况，为儿童提供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关

爱陪伴、家教指导、困难帮扶等关爱服务。开

展每月电话（或微信）关心问候孩子至少一次，

每月与监护人交流至少一次，指导孩子读一本

好书，帮助孩子实现一个微心愿，每半年共同参

与一次亲子活动，在孩子生日、六一、寒暑假等

重要节点送上温暖祝福“六个一”活动。

启动仪式后，专业讲师对爱心妈妈进行了

技能技巧赋能培训，提升“爱心妈妈”的关爱服

务水平。“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倾听每一个孩子

的心声，去理解他们的困惑和烦恼，去帮助他们

解决成长道路上的难题，以实际行动为留守儿

童提供更多的关爱和支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爱心妈妈王筱雪说。

（张丽妍）

发展特色中药材 百姓增收有“良方”
□ 文/张丽妍 图/赵元明

樱桃盛会点亮下栅 以节为媒促振兴
□ 文/张丽妍 图/赵元明

延伸鹌鹑产业链 奏响乡村“共富曲”
□ 文/张丽妍 图/赵元明

孝义市三个文旅项目入选全省非遗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