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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丽霞

李奋龙

“种地是我终生的事业”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王建军

科学养殖“牛”劲足 乡村振兴添动力

任明亮

当好“田保姆”托出好“丰”景

李静红

让古韵西庄焕发新活力

“今天能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吕梁主

场上获得‘十佳致富带头人’的称号，这

对于我来说，既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交口县康城镇尚家沟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张建斌向记者分

享了他的获奖感言。

在村民的眼中，张建斌是个能人，

做买卖、跑运输、种香菇……反正什么

赚钱他就干什么，算是尚家沟村第一批

富起来的人。2017年村里换届，在全村

人的殷切希望下，在外经商的张建斌被

村民“请”了回来，当选为尚家沟村党支

部书记。就这样，他带着村民们一边实

践一边摸索，种香菇、种平菇、种羊肚

菌、养大鹅……短短几年下来，“尚家沟

食用菌产业基地”品牌已经凭着出口商

品等模式，成功进入省级乡村振兴产业

示范基地。

“为加快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我们

在原有散户菌棚的基础上，鼓励农户以

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

股，拓展新建标准化食用菌大棚，通过

这几年的种植摸索，现已建成集 143 个

出菇棚和 20 个养菌棚为一体的食用菌

种植基地，年种植香菇 150 万棒、平菇

150万棒，形成了集中连片、规模化生产

模式，基本实现了全民参与、户户建棚、

家家养棒。我们还利用现代化农业生

产设施，达到了四季出菇的效果，形成

了菌棒制作、种菌养菌、出菇销售、效益

增收的完整体系。”提及尚家沟村的食

用菌产业状况，张建斌滔滔不绝、如数

家珍。

“我们村全面推行‘十户一体’联动

发展模式，让有能力的农户带动相对弱

一些的农户，或者农户也可以在香菇棚

里打工，做些采摘装袋、车间的纯打工

营生来赚钱，当然，这很有效果，现在带

动了农户 200余户，大家的获得感、幸福

感显著提升。”张建斌表示。

谈及今年的销售情况和未来的打

算，张建斌充满了信心：“我们完成了

‘尚家沟大河口’食用菌商标注册，形

成了干香菇、蜂蜜、核桃、小米等系列

产品伴手礼。下一步，我们将延伸产

业发展链条，向菌种研发和深加工衍

生，不断壮大食用菌产业，让更多的百

姓增收致富。”

张建斌

让食用菌成为农民“致富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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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③为文水县南安镇酥梨喜获丰收。 刘亮亮 摄
图④为孝义市东盘粮村示范种植基地。 薛志雄 摄
图⑤为张建斌在尚家沟食用菌产业基地查看菌菇长势。 刘丽霞 摄

□ 本报记者 李亚芝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 本报记者 刘丽霞

“今天我们村在中国农民丰收节上获得了‘十

佳乡村旅游村’这份荣誉，特别振奋人心，我感到

很激动。”交口县双池镇西庄村党支部副书记、村

长李静红双手捧着荣誉证书，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近年来，西庄村立足红色资源，以乡村旅游为

牵引，紧紧抓住政策机遇，按照建设和美乡村、保

护传统村落、传承历史文脉的要求，持续推进示范

村建设步伐。

“我们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去年完成了旅

游集散中心建设一期、二期工程。同时，积极对接

‘千万工程’的设计规划，启动了精品示范村打造

工作，推进西庄村乡村风貌整治、公共设施服务和

产业配套设施建设的相关工程。”李静红介绍道。

“为大力做好对外宣传，在今年 6 月，我们联

合县文联举办了‘镜头聚焦西庄古村 文艺助力乡

村振兴’优美乡村摄影采风活动，吸引了国际摄影

协会吕梁分会、山西摄影家协会北武当分会、吕梁

摄影家协会、交口摄影家协会等众多摄影家参加，

这对宣传西庄的晋商文化、建筑文化、红色文化及

民俗文化，延续历史文脉，讲好乡村振兴故事，提

升西庄的对外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

静红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优秀传统文化价

值，依托关帝庙的修缮，每年农历六月廿四开展以

民俗演艺为主，民间庙会、儿童游乐、网红美食等

为辅的系列民俗活动，从而提升西庄古村的吸引

力，激发乡村旅游活力。同时，积极推进商业一条

街 4—5 个业态入驻，利用改造好的闲置院落，引

领西庄村的业态进一步发展。”李静红坚定地表

示，“我们将侧重打造丰收节电商品牌，依托‘e韵

西庄’电商平台，通过‘线上直播促销+线下文化

活动’，吸引周边群众到西庄赏民俗、品美食、购好

物，进一步提升西庄村的经济影响力，让古韵西庄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024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吕梁主场活动的现

场，李奋龙穿着西装，满面笑容，刚从领奖台下来，

肩上还披着“十佳种粮大户”的绶带，手里拿着荣

誉证书。80 后的李奋龙和其他种粮大户相比还

很年轻，让人不禁好奇，在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的年纪，李奋龙为什么会选择回乡种地？

对于这个疑问，就要追溯到十年前了。李

奋龙是临县青凉寺乡上白塔村人。2014 年，李

奋龙从村里流转了 1000 亩地开始种地。对于这

一举动，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并没反对，作为

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农民，父亲对土地的感情比

儿子更深。

一晃十年过去了，说实话，谁也没想到李奋龙

能坚持到现在。他的 1000 亩地大多是陡峭的山

地，要想实现机械化种植，就要对现有的土地进行

宜机化改造，再加上自身种植经验不足，前几年的

经营状态并不好。2019 年，李奋龙购买了农机

具，为了减少开支，他自己学开拖拉机、收割机等，

现在的李奋龙已经是一名农机能手。针对产量不

高的问题，李奋龙又请了专家，采用玉米大豆带状

复合种植的方式，收成一年比一年好。“没想过放

弃，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像自己孩子一样没法放下

不管。种地是我终生的事业！”李奋龙身上有着土

地一般踏实坚韧的品质。

“十佳种粮大户”这一荣誉正是对李奋龙这么

多年付出的肯定和认可。经过数年努力，现在李

奋龙不仅自己流转的 1000亩土地收成越来越高，

还托管了 2000亩地，种植规模越来越大。现在有

大中型拖拉机、大型玉米收割机、无人机等各类农

机 20 余辆，不仅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而且逐步向

智能化发展。据李奋龙介绍，今年他的播种机和

收割机安装了无人驾驶系统，利用 5G技术可以远

程控制，可以实现播种在一条直线，误差不超过 2
厘米，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为了解决秋后老百

姓粮食储藏管理难的问题，去年李奋龙又建成占

地面积达 25亩的粮食烘干基地，购买了日可烘干

100余吨的粮食烘干设备。“今年预计亩产大豆有

92公斤、谷子 350公斤、马铃薯（鲜重）2000公斤、

高粱 900 公斤。”说起今年的好收成，李奋龙难掩

高兴。

“很高兴能获得‘十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荣

誉，我将继续努力，带动合作社全体成员在养殖

精品肉牛上下功夫，让大家的收入更上一层楼。”

拿到荣誉证书后，离石区兴溢养殖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王建军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吕梁主场活动现

场激动地向记者表示。

离石区兴溢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21年 5
月，位于离石区吴城镇上罗卜村，主要从事肉牛

养殖、饲草种植等业务。合作社占地面积约 3000
平方米，现有牛舍 3栋，配备有隔离室、堆粪仓、消

毒室、青厨窖、饲料库等，厂区内具备开展肉牛育

种的相关基础条件，实现了全方位监控，是离石

区首个以养殖业为主的现代化农业核心示范区。

“我们合作社采取‘创业致富带头人+农民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在上罗卜村吸纳社员 30
余人，带动农民 80多户，提供就业岗位 6个，建立了

产业助农的长效机制，有效增加了合作社和农民的

经济收入。”王建军介绍道，“合作社现有优质育肥

肉牛 150头左右，年出栏 100余头，主要销往广州等

大型肉牛屠宰场。我们采取养殖母牛、繁殖小牛、

培育壮牛的方式，推广杂交改良技术，出栏优质肉

牛，养殖的育肥肉牛已注册商标。”

“为了保障合作社肉牛养殖产业的健康发

展，我们种植了 108亩优质青储玉米饲草。同时，

合作社本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防重于治’的

原则，从消灭病原体、切断传播途径和降低牛群

易感性三个方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对生活区和

生产区进行分区管理，确保不发生重大动物疫

情。”王建军说道，“上个月我们还开展了关于‘育

肥肉牛饲料配比和自吸式混合搅拌机使用’的技

术培训，这个培训让更多的农民掌握了实用技

术，不仅避免了以往人工搅拌不均匀、肉牛不易

吸收、排料大的劣势，还节约了人工成本，起到了

减员增效的目的。”

“我们合作社将继续引进国内先进的西门塔

尔肉牛进行繁殖培育，大力推广育肥技术，让更

多的农民掌握核心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和养殖户

实现规模发展，积极推动肉牛产业走上‘现代化’

‘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助力乡村振兴。”谈及未来

的打算，王建军充满信心。

9 月 22 日，中阳县中和惠农综合服务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任明亮高兴地来到了 2024 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吕梁主场活动举办地孝义市，他的合

作社被评为了“十佳托管服务主体”，他来领奖了！

任明亮是中阳县枝柯镇南大井村人，2013年

回乡创业开始，他发现村里耕地条件差，大部分存

在“小、短、陡、弯、碎”的问题，任明亮一直在思考

如何将荒废的地利用起来，让更多的村民共同致

富。2018年，任明亮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和县供

销社支持下，联合县内 7 家肉牛规模养殖合作社

法人，筹资 155万元，牵头成立了中阳县中和惠农

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以农机服务和土地托管为

核心业务，致力于提供农业生产全程服务，包括耕

种、管理、收获和销售等。

几年来，该合作社本着土地托管以农民对全

程机械化作业和农资供应的需求为出发点，制定

了“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户”的整乡

整村土地托管管理模式，由枝柯镇党委牵头，指导

和监督全镇八个村委与中和惠农综合服务专业合

作社共同成立枝柯镇土地托管公司，为农民提供

各种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把农机服务落到实处，

从根本上解决种植户、养殖户的后顾之忧。现在

又成立枝柯镇农机联盟，整合全镇各村现有农机

具资源 40余套，全部安装北斗农机监控设备。统

一调度，统一管理，聘请有关技术人员对测土配

肥、病害的防治、植保栽培等农业技术进行指导培

训，集中采购种子、肥料、农药、地膜等各种农资商

品。力促通过良田、良种、良法、良技、良制的“五

良”有机融合，实现粮食高产。并在全县推广机械

化种植，可为农户每亩降低成本 170元左右，成效

显著。

6年时间，中和惠农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从最

初的只限本乡镇服务，拓展到周边的乡镇；以及拥

有大中小型拖拉机 20 台（套），配套收割机、播种

机、平地机、捡石机、无人植保机等机械一应俱全。

谈起下一步的规划，任明亮说：“我们将扩大

宜机化作业面积，依靠农业技术服务托管模式，利

用各村粪污发酵池产出的农家肥，打造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助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