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家
园：沐浴着初秋的晨光，穿梭
在西辛庄镇各村组，抬头即

“画”，入目是“景”，道路整洁
敞亮，房屋错落有致，美了乡
村、乐了群众。这些变化正是
西辛庄镇以党建为引领，有序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
的成果。

这是一方生机勃勃的热
土：曾经以矿产资源为主导，
如今在生态特色种养殖业上
渐成规模，为这片土地注入了
勃勃生机。以现代农业为支
撑，该镇正积极探索镇域经济
发展的新路径、新赛道，开辟
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全力
推动乡村振兴。

产业品牌从无到有，人居
环境从有到优，私挖盗采从有
到无……近年来，西辛庄镇锚
定“两先四高”发展战略，坚持

“一二五四”发展思路，聚焦做
优“项目建设、安全生产、乡村
振兴、民生福祉、基层党建”五
篇文章，建强战斗堡垒、壮大
先锋力量、发展富民产业、深
化乡村治理，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正在描绘一幅“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崭新时代
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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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路“焕”新颜

农村公路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先

导工程。近年来，西辛庄镇全力抓好“四好农村路”提升项

目建设，让一条条农村公路成为“民心路”“振兴路”。

日前，记者来到刚刚改造完工的从西辛庄镇西辛庄村

出发至盆子坡村的道路，这条 11.8公里的西柱线改造项目

已经完工，宽阔整洁的柏油路令人心旷神怡，行人、车辆各

行其道、畅通有序。

“以前我们村里也有路，只是年久失修，到处坑坑洼洼，

今年镇上想办法给我们把公路修好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

环境也美化了。”西辛庄镇王才堡村村民范治强说。

民生无小事，实干是关键。作为今年西辛庄镇政府工

作报告中的 3件民生实事之一，西柱线改造工程由镇政府

积极筹措资金 2000余万元，争取上级部门支持，从今年 5月

中旬开始启动实施，7月底全面通车。

据了解，该道路是沿线贺岭村、南上庄村、王才堡村、盆

子坡村等 11个村庄村民出行的必经之地，改造内容主要包

括路基修筑、配套建设排水管网及路侧矮墙等工程，改造完

工后彻底解决路面坑洼等问题，有效改善村容村貌。

一条条农村路，服务的是老百姓生产生活，托起的是乡

村发展的希望与未来。公交车司机相建宏用最切身的感受

告诉记者，“这条路修得好，消除了原来行车的安全隐患，宽

敞不堵车，我们司机舒心，乘客也高兴。”

西柱线改造项目只是西辛庄镇农村公路提档升级的一

个缩影。下一步，西辛庄镇将不断完善沿线服务设施，进一

步提高农村公路安全防护水平和运输服务能力，切实改善

百姓出行条件。同时，全面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与美丽

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相结合，助力新时代新农村焕发新活

力、谱写新篇章。

人居环境再提升

沐浴着初秋的晨光，驱车驶入西辛庄镇一路西行，仿佛

置身于一座绿色天然氧吧。道路两侧较为陡峭的山坡上，

“乔灌草”梯次分明、“山坡谷”起伏变化、“花树石”疏密有致。

一路驶入郝家湾村，深藏大山之中的一座座红顶黄墙

的小二楼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我们的新村，2016 年搬来

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环境大变样，69 岁

的村民杨兰香感慨万分。

过去的郝家湾是另一番光景。卫生环境差，没有自来

水，要吃水就得下山去挑，家家备着半人高的大水缸，尤其

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忙着买煤、拉煤，靠烧煤取暖，一年得

花费四五千元。

“现在有了自来水，可方便啦，冬天用上了‘煤改电’，政

府补贴下来，自己只掏 2000多元。”最让杨兰香感到便捷的

是，村里新建了日间照料中心，每天中午仅花一元钱就能吃

上可口的饭菜。

村容村貌变好了，村民们对生活环境有了更高追求。

郝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范慧慧介绍，结合村民反映

强烈的“在村文化生活不丰富、老人无人看护”等诉求，村里

筹建了健身活动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等。同时，通过改造提

升供水管网、整治下水道、推进亮化工程，现在村庄变得越

来越宜居。

人居环境变好，村民的幸福感自然就提升了。在西辛

庄镇，像郝家湾村这样的宜居乡村越来越多。

“去年 5月开始，针对沿街商铺、二道街脏、乱、差进行

集中整治，同时对二道街的自来水管网进行全部改造，路面

及两边进行了硬化，整治好以后，结合现在的网格化管理，

建立长效机制，党员中心户带头，辐射左邻右舍和身边的

人，实行门前三包，使得环境整治成果达到长期巩固。”西辛

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张由宏告诉记者，西辛庄村紧紧

围绕“重点整治、长期保持”的工作思路，对村内房前屋后、

大街小巷、公共场所的垃圾、违建进行综合治理，同时立足

本村特色，以“绣花功夫”提升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村庄环

境持续增靓，群众幸福感节节攀升。

乡村要发展，环境是底色。西辛庄镇通过示范引领、规

范管理、氛围营造，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以

来，重点对孝午线沿线 6村及西柱线沿线 11村环境进行重

点整治，共补植树木 2600余株，清理修建绿化带 70000平方

米，清除垃圾 1500余方，沿线环境卫生有了明显提升。

“从细处着手、向实处发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全域

提升，切实提升百姓生活品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着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新样板。”该镇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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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来了大学生“兴农人”

“阿姨，过来看看这个西红柿吧，自己种的，没有农

药。”“大姐，是要辣椒吗？我们这个辣椒纯天然，无公害，

辣味十足，不辣你来找我……”

近日，在孝义市留义新苑、新泰小区等规模较大的小

区内，西辛庄镇到村工作大学生组成的志愿小分队正在利

用闲暇时间兜售该镇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的瓜果蔬菜，现

场人声鼎沸，一片热闹。

线下兜售的同时，志愿小分队还借助“大美西辛庄”抖

音直播间，向在线网友介绍售卖农家菜，一声声吆喝声，吸

引了众多网友下单。截至目前，共开展直播 12场，累计增

加销售收入 3万余元。

为了让到村工作大学生更好地了解“三农”工作，2023
年，西辛庄镇将王才堡村 19个闲置大棚进行翻修整理，打

造了集“劳动实践、示范引领、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创业实

践基地，由 22 名到村工作大学生按照兴趣“承包”心仪的

大棚，并通过管护日记，记录作物全过程生长，在农业生产

劳动中砥砺心智，收获成长。

在实践过程中，按照“集中劳动、重点管理”的原则，由

乡镇统一管理，组织 22名到村工作大学生组成劳动实践队，

每周一上午集中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学习除草、移苗等

日常管护技术，其余时间结合各自“承包棚”实际，自行开展

劳动，要求每名大学生每周至少完成 10个劳动时长。

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里的玉

米、番茄、辣椒、青椒等大棚蔬菜逐渐成熟，大学生们也更

加忙碌了。作为实践基地“产、学、研、销”四项环节的关键

一环，西辛庄镇积极探索，建立了“集中作业+自主劳动”

“整体批发+散装零售”“线上推广+线下兜售”的销售模式，

全力保证蔬菜采摘、配送、销售环节畅通。

“‘躬于实践，乐于实践’，采摘、分拣、包装、配送、宣

传、对接……全过程的生产、销售环节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更加了解了发展农业产业的艰辛和不易，我们乐于在实践

中学习，在锻炼中成长，为乡村振兴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

量！”志愿小分队队员小李说。

山坳坳里有了致富新门路

一穗穗颗粒饱满、色泽浓郁的鲜食玉米，从田间采收

后“搭乘”流水线，历经分拣、清洗、蒸煮、包装等程序后，销

往各地。鑫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西辛庄镇杨家沟

村，创办 5年来一直坚持发展特色种植，除 150亩大田玉米

外，还种植了 30余亩冬小麦、10亩巴旦木、30亩黑甜糯玉

米。

“经多道工序加工的鲜食玉米，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

剂，最大限度保留了鲜食玉米的口感和味道。”鑫乡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杜仁伟介绍，去年试种的 30 亩黑甜

糯玉米市场反馈良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和信赖。下一

步，合作社还将继续拓宽鲜食玉米种植、生产加工、市场销

售的致富之路，带动附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

兴。

而在王才堡村，立足山区气候优势，按照“党支部+合

作社+农户”模式，春禾扶贫攻坚造林合作社同样发展特色

种植。2000 亩谷子、500 亩高粱、200 亩荞麦，平均每亩可

产生 800-900元的收益。合作社还为农户免费提供种子、

肥料、专业技术培训与服务，并统一加工、包装、销售，平均

每亩增收 300-500元。

特色种植点多面广，畜禽养殖也汇聚起西辛庄产业发

展的新活力。2023年建成投产的凰鸣农牧鹌鹑养殖项目，

拥有 7座大型棚舍，鹌鹑存栏量 100余万羽，鹌鹑蛋日产量

2万余斤，鲜蛋年销售额达 4000万元，产生经济效益 400万

元。基地除 20名固定工人外，等到雏鸟上笼、鹌鹑蛋出货

等用工高峰期，还会在周边村庄雇用十几名工人，可带动

每人每月增收 4000多元。

在此基础上，今年投资 3000 万元的鹌鹑系列休闲食

品加工厂也投产达效，可日加工鹌鹑肉预制菜 5000余斤、

鹌鹑蛋 8000 余斤。据悉，生产线投用后该公司实现从鹌

鹑养殖、鹌鹑肉蛋生产到相关系列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发

展，实现了孝义特色养殖深加工的新突破，同时还可以带

动 2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

持续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截至目前，西辛庄镇

已逐步形成“凤凰岭”小米杂粮、“春禾”核桃，“凰鸣”鹌鹑

蛋、“九亩半”香糯黑玉米、“玉露香梨”“晋泽盛”西红柿酱、

辣椒酱、“华兴昌”生物质燃料等九大农特产品品牌。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振兴靠特色。西辛庄镇以产业

振兴助力乡村经济发展，通过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

动特色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从而进一

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扎实走好产业兴旺和强村富民之

路。

私挖盗采全面“清零”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作为矿产资

源乡镇，非法违法采矿、偷矿行为一直备受关注，西辛庄镇

深刻汲取过往事故教训，持续深化打击遏制各类非法违法

私挖盗采行为，全力推进全域范围私挖盗采全面“清零”，

切实保证镇域范围内矿业秩序安全稳定，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良好环境。

坚持“三六四”工作法，不断探索“人防、技防、路防”相

结合的立体“监管网”。

实行班子成员带班夜查制度。每日带班的班子成员

组织值班干部、包联村到村（社区）工作大学生、矿管、自然

资源所值班干部每晚凌晨开展夜查，保持巡查高压态势。

招聘组建 20 人的联合执法队伍，分片分组对西辛庄镇地

质灾害治理项目所涉区域及镇域范围内私挖盗采取缔点

每日分白班夜班 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巡查巡

护。购置新型红外监测无人机，同时配备专业巡山皮卡车

辆，进一步提高巡排查效率。整合现有视频监控资源，安

装调试监控点位 112个，增设限高杆 28个，对镇域范围内

历史废弃（关闭）矿井、私挖滥采易发点、重点矿区和露天

矿山等重点监管区域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监测。

持续保持攻坚态势，形成严厉打击私挖盗采高压态

势。

对 55户企业开展用电月、季度、半年对比监测，一旦发

现异常，镇自然资源所、供电所、矿管队联合进行排查处

置。不断压实镇村监管责任，将打击私挖盗采责任落实情

况与村主干绩效考核、星级评定紧密结合，实行“私挖盗采

不力”一票否决制，一经发现包联区域内有处置不力，不及

时，扣除当年全部绩效。组织对镇域范围内的私开矿、关闭

矿全部进行“回头看”，对发现的“取缔不彻底、存在安全隐

患”的矿点进行“补课”，扎实处置，予以坚决取缔。

“厕所革命”持续推进

“抽水马桶就是好，干净又方便”“再也不用担心冬天

摔跤了”……走进西辛庄西泉村，听到最多的便是村民们

对“厕所革命”的频频点赞。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这曾是农村厕所

在人们心中的印象。2023年以来，西辛庄镇西泉村将农村

“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

进，农村厕所“搬了新家”“换了新装”，美丽村庄气质尽显。

“以前夏天上厕所，不一会儿身上就被蚊子叮了好几

个包。改造以后苍蝇蚊子没有了，也没有臭味了。国家政

策好，给我们免费安装抽水马桶。”村民冯建平是西泉村的

第一批改厕户，谈到“厕所革命”，他很是高兴，因为自己和

老伴儿年龄大了，觉得打扫卫生很麻烦，现在有了抽水马

桶，很是方便。

在户厕改造工作推进过程中，西辛庄镇注重提升群众

参与户厕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推

动改厕工作有序开展。由镇村联合成立户厕改造领导小

组，开展厕改工作政策解析、厕改工作一对一推进等服务，

同时建立农厕管护服务站等配套服务体系。

“厕所改造后期收不收费？改造设备有哪些？改造需

要多长时间？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改造？”……李

昇晟是负责“户厕改造”的到村工作大学生，他表示，村里

很多老百姓已经用惯了旱厕，存在一定的顾虑，起初很多

人不愿意报名，“厕所革命”也是对村民传统生活习惯的一

次“革命”。

为此，李昇晟和村两委成员组建了西泉村志愿服务小

分队，挨家挨户上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其间发放两百余

份户厕改造政策宣传单、召开三次厕改问题解答座谈会，

有效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截至目前，西泉村 100个户厕改试点已全部完工。每

处户厕改造达到有墙、有顶、厕屋清洁、无臭、无粪便暴露、

无蝇蛆，粪池无渗漏。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坚持把推进

‘厕所革命’作为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来抓，全力以赴补齐

民生短板。”在西辛庄镇，旱厕正逐步成为历史，厕所革命

正从“点”走向“面”，由这个“小支点”撬动出的力量正助力

西辛庄镇的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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