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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文水县桥头村富民
养殖专业合作社社员向鲈鱼养殖
池投放饲料。富民养殖专业合作
社采用池塘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
术，建有 1100余平方米保温大棚，
16个直径 6米的圆形镀锌板帆布
鱼池，形成 1200 立方米的循环水
养殖水体，放养鱼苗近 11万条，配
置水处理、杀菌、增氧等设备，去年
产出鲈鱼 15 吨收入 60 余万元。
今年 6月，被农业农村部科教司、
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列为农业科技
示范展示基地。

冯增清 阴志如 摄

本报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全力营造
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村容村貌，打
造下堡镇山清水秀、村美人和、宜居
宜业的美丽乡村，近日，孝义市下堡
镇从“细”处着手，从“实”处发力，持
续推动人居环境提质增效，为全镇
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助力乡村
振兴。

在整治行动中，镇党委因村制
宜、循序渐进，将沿河四村作为重
点，以“宣传先行、党员先动、沿路先
整”的方式，沿 340省道逐渐扩大整
治覆盖面。各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依托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积极组织党员、志愿者
参与整治活动，充分发挥“不怕脏、
不怕累”的精神，带领群众撸起袖
子、弯下身子、沉下性子，大力营造

“党员干部要带头做、志愿者要协助
做、村民群众要自觉做”的共治氛
围，全镇 21个村和企业党员干部带
头深入厂矿、街头巷尾、村庄角落，
清理墙面街边广告、打扫处理路面
垃圾，对路边、河边、山边、村边的

“四边”等闲置地块、杂草杂物进行
“地毯式”清理整治，打造人美、户
美、村美、景美“四美”新貌。与此同
时，开展了全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成效观摩评比活动，组织市、镇人大
代表、镇班子成员、各村主干 60 余
人参加了评比活动。

在此次观摩评比活动中，将“三

清理、三拆除、三整治”等各项重点
项目细化量化，主要领导和大家通
过实地观摩对各村和企业的环境卫
生情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观
摩评比，针对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并
明确整改要求，评分团对照评分细
则进行打分排名。旨在激励先进、
鞭策后进，确保人居环境整治持续
性地开展好，以美丽宜居的生活环
境回应群众所期所盼，让人居环境
由“一时美”变为“时时美”，营造全
民参与、人人动手的良好氛围，促进
乡风文明与人居环境同频共振。

（李竹华 张红锁）

时值夏季，柳林县
留誉镇寨子湾村的木
耳种植基地里，优良菌
种白玉木耳长势正旺。

大棚内一排排菌
棒上的白玉木耳已悄
悄从小孔中探出头来，
技术人员一边查看大
棚温湿度、菌棒水分，
一边在给耳农们讲解
木耳的采摘要领。

立足新发展阶段，
留 誉 镇 按 照“ 一 村 一
品”的发展思路，以木
耳种植为载体，集中精
力创新发展食用菌经
济，不断加快农业经济
转型发展。

“我们寨子湾木耳
基地属新型基地，今年
收获季应能收到 2—3
茬，顺应市场走势，卖
到 30 多 万 元 不 成 问
题。”留誉镇寨子湾村
木耳种植基地负责人
史金平告诉记者。

小木耳筑成大产
业，现在留誉镇内温室
大棚已是遍地开花，木
耳种植如雨后春笋层
出不穷。该镇不断建
构食用菌种植新模式，
多元化引进和拓展木
耳 种 植 品 种 ，截 至 目
前 ，该 镇 共 种 植 木 耳
166棚，地栽黑木耳 50亩。预计全年木耳产量为
20万公斤，预计产值达 820万元。

木耳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年种植期间，
均可吸纳 500 余人同时就业。发展木耳种植不
仅能带动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还能有效带动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自从村里建起木耳基地，我就在这里上
班 ，技 术 经 验 积 累 了 ，现 在 一 年 挣 一 两 万 元
吧。既挣了钱，还不误照应家里，真希望木耳
基地越办越好。”寨子湾村木耳基地农民工李
秋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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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窗见绿，院中致富。近日，记者来
到柳林县穆村镇王志义家中，感受他家

“小菜园”的丰富多彩。
走进院内，一股清新自然的空气扑面

而来，仿佛能洗净都市的尘埃。房前的空
地上，一排排蔬菜园错落有致，西红柿的
绿叶间藏着羞涩的红果，辣椒挂满枝头，
或青或红；豆角藤蔓缠绕着支架，随风轻
摆，似乎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卷心菜则

像一群穿着绿色盔甲的小士兵，整齐排
列，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富饶；而那片最引
人注目的冬瓜地，硕大的冬瓜躺在绿叶之
下，显得格外沉稳。

“看这冬瓜，个头可真不小，少说也得
有四五十斤！”王志义一边用粗糙却灵巧
的大手轻抚着那硕大的冬瓜，一边笑眯眯
地说。

“ 吃 菜 方 便 ，想 吃 啥 就 可 以 在 地 里

摘。”每天清晨，王志义便开始“田园工
作”。他细心地浇水、施肥、间苗、摘果
……“这些蔬菜就像是我的孩子，看着它
们一天天长大，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随着季节的更迭，王志义家的菜园里
总是热闹非凡。春天，嫩绿的幼苗破土而
出，生机勃勃；夏日，瓜果飘香，吸引着蜜
蜂蝴蝶翩翩起舞；秋天，则是收获的季节，
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翠绿的豆角
……

“这片菜地种的菜，足够我们老两口、
儿女、周围的亲戚朋友吃，剩下的还可以
到穆村镇的集贸市场去卖。”王志义说，菜
大量上市，自己吃不完，就会到穆村镇的
集贸市场去卖菜。由于他的蔬菜新鲜、无
污染，深受消费者喜爱，往往供不应求。
一年下来，仅靠卖菜就能收入两三万元，
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
笔可观的收入。

令人钦佩的是，王志义利用有限的庭
院实现最大化产出。在豆角、花瓜架旁种
上卷心菜，在玉米地边栽上辣椒，在地塄上
种上萝卜、葱，不仅节省了空间，还提高了
土地的利用率。此外，他还尝试种植甜瓜、
西瓜、草莓等水果，让自家的“小田园”更加
丰富多彩，也为家庭增收开辟了新途径。

在穆村镇，像王志义家这样的“小菜
园”不在少数，它们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
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也为村民们开辟
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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