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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温元元 通讯
员 张亚东） 近日，兴县罗峪口镇
组织部分镇村干部携手兴县县委
统战部和兴县工商联合会赴忻州
市忻府区考察特色农业产业，积极
寻求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春季的晋北盆地阳光明媚、春
风拂面，广袤的黄土高原依然春寒
料峭，但在中国华北辣椒第一村
——忻州市忻府区高城村的辣椒
种 植 户 们 早 已 开 始 了 一 年 的 辛
劳。园区门口“创建农产品质量安
全区、共享健康绿色农产品”的巨
幅标语十分醒目，龙腾农业、博伟
椒业、坛坛香农业等十几家规模化
的辣椒加工企业整齐划一、鳞次栉
比。一栋栋换上了“新衣”的塑料
大棚，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银色
的光芒，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人勤春早，辣椒种植大户李润
明夫妇早已开始在自家大棚内忙
碌。刚刚出土的辣椒幼苗郁郁葱
葱、生机勃勃，老两口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你别看我这棚不大，
但收入可不小哩！这个棚仅正月
育苗就能收入 1万多元，青苗售出
后再种植辣椒又能收入 1万元，不
算大棚，我家去年 3亩辣椒就收入
了 5 万多元。”老李热情地向前来
考察的人们介绍着自己去年的收
入。

前来考察的兴县罗峪口镇村
两级干部认真聆听、仔细询问，不
时提出：“辣椒是什么品种？气候
温度啥标准？种植打理需要注意

啥？”老李夫妇应接不暇地回答着
大家的问题。

“ 一 亩 地 能 产 辣 椒 3800 到
4000 斤，种植肥料由当地的公司
免费提供，辣椒采收后统一由公司
负 责 采 购 ，去 年 市 场 价 是 每 斤
1.85，每亩产值平均 7800 元，抛去
开支，保守估算 7000元，一年可以
种 植 两 茬 ，一 亩 地 的 产 值 就 是

14000 元。”全程陪同、热情好客的
高城村党支部书记郝建说道。

天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是忻
府区最大的玉米加工龙头企业，公
司通过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方式，
建立起 5000 亩的玉米种植基地，
示范带动周边 5 个县区发展玉米
种植，产品供不应求，近 10000 家
农户跟着产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

了“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商
者服务”的经营理念。

在该公司经理孙瑜带领下，大
家走进车间，查看加工流程、了解
市场行情，掌握种植成本，询问销
售方式，积极探寻土地流转，订单
农业之路。听取介绍后，大家对发
展玉米产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就育种技术、订单农业、产品收购

等方面向公司负责人认真请教和
交流。

“高城村的辣椒产业发展势头
很好，企业利润可观，市场前景也
十分广阔，而且有力地带动了当地
农民的增收创收，取得了双赢的良
好效果，很有借鉴意义。”与龙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签订了框
架合作协议后，兴县工商联合会会
长刘志成感慨万千。

罗峪口镇李家梁村村委会主
任李香平实地考察后，激动地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即要了
企业负责人的名片，并表示要把这
次考察成果经验带回当地，大力发
展糯玉米种植，带领村民共同增收
致富。

通过参观学习，在开阔眼界的
同时，考察团成员也看到了自身的
差距，纷纷表示：“回去后，将认真
结合村情实际，学习借鉴高城村先
进的产业发展经验和管理模式，运
用新思想、新技术、新作法在产业
发展、科学示范种植管理上下大力
气，努力提升本村产业发展水平。”

据悉，本次考察学习活动，是
罗峪口镇深入推动兴县正在开展
的切实改进作风“三提三转”专项
活动的一项具体工作措施，旨在通
过考察学习,增强群众脱贫致富的
信心决心，对标对表，真抓实干，进
一步激发全乡培育发展产业，以产
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交好“实现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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