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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兴县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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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时节，兴县大地涌动着发展的
热潮：田间地头，到处是春耕备耕的忙碌
场景，现代化农业产业园里机械轰鸣；园
区厂房，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拔地而起，
智能生产线昼夜不息；县城乡村，红色教
育基地游人如织，革命故事与生态风光
相映生辉。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热
土，正以“特色农业强县、新型工业大县、
红色旅游名县”为战略支点，以“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魄力，在乡村振兴与产业升
级的赛道上破浪前行。

“三晋名县、杂粮之乡”，不仅是兴县的响亮名片，更

是这片黄土高原深耕细作、厚积薄发的真实写照。作为

国家杂粮核心优势产区，兴县依托独特的地理气候、厚重

的农耕传统和不断叠加的政策优势，持续推动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以杂粮为根、设施为基、品牌为引，

走出了一条融合发展、提质增效的振兴之路。

粮食安全，国之大者。2024 年，兴县坚决扛牢粮食

安全政治责任，持续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升单产水平、

强化技术服务，全县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54 万亩以上，

总产量超 2 亿斤，同比增长 1.19%。在优化种植结构方

面，大豆种植面积扩大至 5.86万亩，产量达 1327.76万斤，

同比大幅增长 43.43%。主粮稳、豆类扩、结构优，不仅为

保障本地口粮供给夯实基础，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围绕提升种粮效益，兴县积极推广“公司+农户”订

单农业模式，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在高家村镇，黄

河湾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全程托管服务，与农户

签订保底回收合同，有效解决了农户的后顾之忧。2024
年村民赵喜成一家种植的 73 亩谷子实现收入 13 万元。

“我们在政府 200余万元农业产业资金扶持下，完成加工

厂升级，新建小米、粥粉等生产线，收购加工更多的精品

杂粮，下一步还将推进股份制改造，谋求上市哩。”黄河湾

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王旭邦兴奋地说。

作为农业大县，兴县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

任，挂在心上、扛在肩上，在保障主粮安全的基础上，兴县

大力发展优势杂粮种植，不断擦亮“兴县杂粮·中国好粮”

这张金字招牌。依托与中国农科院的长期合作，兴县已

建成杂粮种业试验示范基地 5000亩、绿色有机杂粮基地

20万亩，构建起以“科研平台+产业园区+交易市场”为核

心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同时，晋绥杂粮博物馆、杂粮文化

产业园、杂粮特色小镇等项目正稳步推进，为杂粮产业注

入丰富的文化和市场价值。

在夯实产量基础的同时，兴县将目光投向更具附加

值的杂粮产业链延伸与品牌打造。过去的 2024年，兴县

新建杂粮种业试验示范基地 200 亩、新品种适应性基地

1.8 万亩，持续推进“晋谷 21”“中谷 19”等优良品种推广

应用，创建山西全省杂粮种业试验示范基地。

在设施农业领域，兴县不断以现代化蔬菜产业园区

为切入口，提升“菜篮子”供给能力，推动农业向精细化、

集约化发展。2024年兴县新建日光温室蔬菜大棚 50座，

为广大蔬菜种植农户发放优质种苗 400 万株，发展绿色

大田蔬菜 3000亩。还制定了《闲置设施农业盘活方案》，

建立“月调度、季通报”机制，着力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

率，为蔬菜稳产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

围绕促进农户增收，兴县立足都市型农业发展思路，

围绕“农业大县、文旅强县”的目标，以文农旅融合的发展

模式，通过培育种植大户、打造采摘园区、推进项目建设

等方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向高质高效方

向迈进。在罗峪口镇，现代生态农业园区完成温室大棚

升级改造，种植户在中国农科院专家指导下，引进高产优

质鲜食冷季豆新品种，逐步带动兴县设施蔬菜产业从“试

点”走向“成势”。按照“一乡一特一园区、一村一品一产

业”的发展思路，探索出一条契合本地实际的产业振兴路

径。

在推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兴县将畜牧

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另一重点板块，持续推进养殖模式

革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东会乡嘉恒牧业有限公司通过引

入智能化设备，已实现量身配餐、自动控温、智能清粪、全

程监控等功能，肉羊存栏达 5万只、年出栏 3万只，年产值

突破 700 万元。康宁镇苇子沟引进大象集团，建设大型

现代化生猪养殖基地，形成年存栏 3万头、出栏 10万头的

规模，并推进“基地+加工+科技”一体化发展模式，探索

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种养结合的农业循环发展路径。

在重点农业项目带动下，兴县畜禽养殖规模持续扩

大。截至目前，生猪存栏 11.3万头、出栏 17万头，肉牛存

栏 2.3 万头、出栏 0.18 万头，肉羊存栏 20 万只、出栏 4 万

只，蛋鸡存栏 42万羽、产蛋 2361.44吨。畜牧业的稳定增

长不仅有效保障了城乡居民肉蛋供给，也为农民增收致

富拓宽了渠道。

为进一步提升农业效益，兴县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和产业链条延伸，向绿色、生态、特色方向持续发力。

去年，兴县全县新建食用菌基地，投放菌棒 400 万棒，发

展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 5000亩。此外，实施人工造林

3万亩、封山育林 1万亩、人工种草 6万亩、草原改良 2万

亩，推动绿色农业与生态农业深度融合。

在生态基础之上，注重品牌赋能，持续释放特色农业

价值。依托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兴县制定并实施《农业品

牌建设计划实施方案》，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245
个，打造出“山花烂漫”“晋兴红”“晋绥黄河湾”等具有市

场影响力的本土品牌。与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合

作建设 1万亩全国性杂粮种子基地，构建起“区域品牌+
企业品牌+产品品牌”三位一体的品牌体系，为特色农业

可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品牌建设不仅提升了产品价值，也拓展了市场渠

道。兴县累计开展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 4 次，参加各类

展销会 6次，推动本地农特产品“走出去”。兴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白永军说：“‘兴县杂粮宴·健康中国宴’逐步成

型，已开发出 120道标准菜系，我们正在着手建立总部基

地、中央厨房、旗舰店和连锁店推广体系，全力推动杂粮

产品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转化升级。”

在新一轮区域经济竞逐浪潮中，兴

县以战略眼光重构发展坐标系——依

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构建以

农业为根基、工业为支柱、创新驱动为

核心的发展格局。通过“双轮驱动”战

略：一方面加速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深

挖特色农业资源潜力，打造现代化产业

集群；另一方面超前布局新能源、新材

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传统动能与

新动能协同发力的立体化产业生态。

这种“农业筑基、工业强体、创新赋能”

的三维发展模式，正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书写县域经济转型

升级的生动实践。

夯实传统产业根基，激活发展“压

舱石”。兴县依托丰富的铝土矿、煤炭

资源，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

化改造，提升产业链附加值。

——铝镁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亿

江铝业、安徽稳卓等龙头企业为核心，

推动铝土矿开采、氧化铝精炼、铝材深

加工全产业链协同。通过技术升级与

产能扩张，目标打造千亿级铝镁产业集

群，形成辐射周边的产业生态圈。

——煤炭产业绿色转型。固贤煤

矿、中煤三矿等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智能

化改造，提升开采效率与安全水平；同

步建设华电锦兴 2×35万千瓦发电项目，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能源产业

综合竞争力。

布局新兴产业赛道，培育增长“新

引擎”。兴县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前

沿，聚焦能源革命与低碳转型，构建多

元产业矩阵。

——清洁能源开发提速。煤层气

规模化利用：临兴区块煤层气开发项目

加速推进，力争年产达 16 亿立方米，助

力能源结构优化。

氢能产业链延伸：泽丰达提氦制氢

二期项目投产，通过提纯技术提升氢气

纯度，拓展在交通、储能等领域的应用

场景。

——绿电与循环经济并进。绿电

产业园新增装机容量 400 兆瓦，加速风

光储一体化布局；臣功固废项目一期达

效，推动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打造循

环经济示范样板。

强化基础设施支撑，拓展发展“新

空间”。兴县以交通与科技为突破口，

布局未来产业载体。

——通用机场项目启动。同步推

进通用机场建设，对接航天九院、中国

特飞所等科研机构，谋划“飞越兴县”

“飞越黄河”低空经济项目，探索通航旅

游、应急救援等新业态。

——数字化赋能产业升级。通过

智能化改造与产学研合作，推动铝镁、

煤炭等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夯基”与“创新”双轮驱动，实

现从“单一资源依赖”向“多元产业协

同”跨越，兴县以“资源型城市转型升

级”为目标，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

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升级”三维联动，持

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下一步，我们

将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推动铝镁新材料、氢能、低空经济

等产业迈向高端化，为山西省中部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提供‘兴县样板’。”兴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梁文壮表示。

“杂粮之乡”
招牌熠熠生辉

红色文旅 赋能兴县蝶变

多维发力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 文/图 张亚东

立夏的兴县万物并秀生机勃发立夏的兴县万物并秀生机勃发

中国农科院兴县罗峪口基地里试种的鲜食冷季豆喜获丰收中国农科院兴县罗峪口基地里试种的鲜食冷季豆喜获丰收

兴县氧化铝生产车间兴县氧化铝生产车间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

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坚持创

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全国知名红色旅

游目的地、全国知名红色旅游创新地目标定

位，健全文旅融合发展机制，加大红色文旅向

外宣传推介力度，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讲好红

色故事、弘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持续高

质量打好‘红色文旅’牌。”市政协副主席、兴县

县委书记乔云说。

近年来，兴县以产业体系完善为支撑，聚

焦“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全国知名红色旅游目

的地”双核目标，通过“山水文”深度融合，构建

起生态、文化、旅游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为县域

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发展壮大红色文旅产业是时代的呼唤，是

兴县产业转型的目标方向，也是市政协副主

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关注的重点工作。履职

兴县以来，乔云多次深入晋绥边区革命纪念

馆、“四·八”烈士纪念馆等重点开发景点调研、

主持召开全县宣传文旅事业高质量座谈会邀

请文旅产业资深专家，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殚精竭虑、把脉定向……

成绩属于过去，奋进正当其时。围绕打好

打赢“红色文旅”牌，一幅以文旅融合驱动县域

经济跃升的生动图景徐徐铺陈，正在落实落地

……

——在空间布局上，以“两山三河”为骨

架，打造全域生态廊道。

兴县依托自然禀赋，以黑茶山、南山“两

山”生态修复与保护为核心，推动生态旅游项

目落地。同时，以黄河、蔚汾河、岚漪河“三河”

为脉络，串联沿岸古村落、红色遗址等资源，形

成“一河一景一故事”的风景带。例如，黄河沿

岸开发湿地观鸟、非遗体验等项目，蔚汾河沿

线布局红色教育基地，岚漪河则侧重田园休

闲，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的有机串联。

——文化赋能：深挖“三种文化”，构建精

神内核。

兴县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系统性挖掘三大

文化体系。碧村龙山文化：以 5000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遗址为载体，打造考古研学基地，推出

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晋绥根据地文化：依托

吕梁山革命老区红色基因，建设红色教育场

馆，开发“重走长征路”等主题线路。本土传统

文化：保护传承剪纸、民歌等非遗项目，通过节

庆活动、文创产品活化利用，增强文化认同感。

——产品创新：主题线路+核心场景，激活

多元消费。

为满足游客需求，兴县推出三大主题线

路：沿黄风情观光线，整合黄河奇石馆、碛口古

镇等景点，突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视觉体验；

蔚汾河红色教育线，串联晋绥边区革命纪念

馆、毛泽东旧居等红色地标，强化爱国主义教

育功能；黑茶山康养体验线，开发森林徒步、森

林疗养等项目，打造“洗肺”型生态旅游产品。

同时，重点建设“红色一条街”“美食一条

街”“蔚汾公园”等场景：前者通过红色雕塑、主

题展览营造沉浸氛围；后者以兴县炖肉、枣糕

等特色美食吸引游客；蔚汾公园则结合滨水景

观与文化长廊，成为市民休闲与游客打卡的复

合空间。

——业态融合：构建“生态+红色+康养”产

业矩阵。

兴县突破单一旅游模式，推动“生态观光+
红色研学+休闲康养”多元业态协同发展：生态

观光：以黑茶山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发展徒

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红色研学：联合学校、企

业定制红色教育课程，年接待研学团队超 10万

人次；康养体验：利用森林负氧离子资源，建设

疗养中心、温泉酒店，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目前，兴县文旅产业已形成“点线面”结合

的发展格局，2024 年接待游客量 41.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5%。

“面对红色文旅产业如火如荼的发展势

头，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深化智慧旅游

建设，推动‘文旅+农业’‘文旅+科技’跨界融

合，助力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兴县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袁晋荣表示。

“兴县的实践表明，红色文旅不仅是历史

的回响，更是发展的引擎。通过‘项目支撑+场

景创新+文化赋能’，这座革命老区正从单一的

红色纪念地，蜕变为融合生态、康养、研学的全

域旅游目的地。未来，随着文旅业态的持续升

级，兴县将不遗余力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

振兴深度融合，构建起生态、文化、旅游协同发

展的新格局。”谈起以红色文旅引领旅游业态

出圈出彩，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

胸有成竹。

今日之兴县，既是蓝图绘就的起点，更是

实干笃行的战场。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兴县

正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魄力，锚定高质量发

展航向，以农业现代化为引擎，以乡村振兴为

支点，以更扎实的项目落地推动产业升级，拓

宽富民强县渠道，奋力书写“农业强县、工业大

县、旅游名县”的时代答卷。

河北农科院食用菌专家刘玉英展示康宁农业园区的羊肚菌河北农科院食用菌专家刘玉英展示康宁农业园区的羊肚菌兴县小米成为响亮的产业品牌兴县小米成为响亮的产业品牌

从从““红红””起来到起来到““活活””起来再到起来再到““火火””起来起来，，兴县的兴县的““红色文旅牌红色文旅牌””持续打响持续打响，，并逐渐形成全域文旅并逐渐形成全域文旅、、全民文旅全民文旅、、全景文旅的新格局全景文旅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