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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吴起县铁边城镇按
照“大户引领、小户跟进、散户宜养
尽养”的思路，通过“户繁户育”的
模式藏牛于户，积极培育产业强
镇、发展养牛重点村、规范提升专
业合作社，走出了一条“小规模+大
群体”与适度规模发展相结合的新
路子。

临近冬至，走进吴起县铁边城
镇杨庙台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
范点，一座座宽敞的牛舍映入眼帘，
一头头体格健硕的牛儿正在享受
着牧草带来的满足。今年该村 50
多岁的许志文圆了几年的养牛梦，
在县、镇两级的政策支持和自己的
努力下终于得以实现。

许志文说：“今年县上有配套
政策，政府和村上都号召我们养
牛，我就买了 16头牛开始养殖。
我对养牛还是很有信心的，我想，
只要人勤快，给牛吃饱喝足，牛肯

定能长好，卖上好价钱。”
在杨庙台村，像许志文这样的

小规模肉牛养殖户还有 7户，他们
养牛热情高、劲头足，在该村逐步
走出了一条“小规模、大群体”的养
殖路子。

杨庙台村党支部书记许志远
说：“咱们小户型养殖投入少，收益
还比较大，老百姓一年种庄稼也不
误事，养个十来八头牛，自己种的玉
米和秸秆也基本够牛吃，一年收入
三到五万元不成问题。”

在杨庙台村的带领下，铁边城
镇南庄畔村村民白治荣和油寺村
村民邢银花等 30余户村民也都陆
续养起了肉牛，并对养牛信心满
满，大家纷纷表示，县上政策支持
得好，今后对养牛的信心更足了，
一定要把牛养好。

据了解，为更好地在全镇推广
这种养殖模式，铁边城镇采取“统一

标准、村民自建、政府补贴”的方式，
给养殖户在圈舍建设上每户补贴1
万元，适繁母牛每头补贴3000元，育
肥牛每头补贴2000元。据了解，截
至目前全镇共发展户型养殖71户，
肉牛存栏达到600余头。

今年以来，铁边城镇借助县
委、县政府提出的户型养殖政策机
遇，大力宣传动员，引导广大群众
发展肉牛养殖产业，并在发展户型
养殖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积极
发展规模化养殖，通过龙头带动、
大户强村、规模养殖、融合发展的
思路，推动全镇畜牧产业高质量
发展。

铁边城镇组织委员匡有涛表
示，“下一步，我镇将通过龙头带动、
大户强村、规模养殖、融合发展的思
路，积极抢位发展，使肉牛养殖
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
途径。”

小规模+大群体
增收“牛”劲足

——吴起县铁边城镇多措并举推进养殖业发展
通讯员 徐志全 樊俊虎 宗廷武 记者 王锋

养牛场一角养牛场一角

乡村振兴，向美而行。今年以
来，吴起县坚持把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任务，不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面貌，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创
新乡村治理新模式，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农村增“颜
值”、提“气质”、升“品质”，切实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以绣花功
夫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12月10日，走进吴起县长官庙
镇齐桥村，在冬雪的映衬下，整洁的
居民院落和宽阔的道路呈现出一
幅欣欣向荣的和美村庄新图景。
谁能想到，曾经这里是道路泥泞、柴
草乱堆、环境脏乱的一个小村庄，借
着建设和美乡村的东风，几个月时
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上各方面的变化都特别
大，以前我们的窑洞、房屋都很破
旧，院落和外边的道路都是黄土路。
现在全部硬化好了，都是砖砸路，同
时也安装了路灯，各家门口都有垃圾
桶，我们生活在农村一点不比城里
差。”该村村民齐丕清高兴地说。

在齐桥村，除了宽阔整洁
的道路，整齐划一的立面围墙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村内干

净敞亮的农家小院，图文并茂的文
化墙，以及老少皆宜的健身活动器
材，透露出一片安静祥和的田园生
活氛围。

今年以来，长官庙镇通过实施
改善提升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为村民硬化了道
路，安装了路灯，还配套了清洁能
源取暖，村民幸福指数连连攀升。

建设和美乡村不仅要宜居，更
要宜业，在县上“阳光财政”惠农政
策的支持下，庙沟镇吴水口村 20
余户村民在家门口发展起了养牛、
养蜂、葡萄种植等特色产业。

“以前我主要是靠外出打点零
工，收入很不理想。今年政府把我
们庄前屋后的空地进行了整合，帮
助我们发展到户产业。我买了 15
头牛，养了 25箱中蜂，估算一年下
来也能收入 10万元左右。现在住
得好，家里又有了产业，我们不愁
把日子过不好。”通过和美乡村的
建设，61岁的老党员王忠武深有感
触，记者见到他时，正忙着给牛喂
水、喂料，打扫圈舍。

2023年，庙沟镇以农村风貌提
升为抓手，以产业振兴为支撑，在
种植玉米、土豆、荞麦、黄盖等小杂

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农户庄前屋
后的土地发展庭院经济及特色种
养殖业，从而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建设农民安居乐业的和美家园。

“我镇坚持将和美乡村和庭院经
济相结合，大力发展庭院经济，通过
葡萄园种植、肉牛和中蜂养殖3个特
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同时，加
强原有农作物的种植，让蜜蜂有花
采，牛儿有草吃，葡萄有肥施，群众有
收入。”庙沟镇副镇长李克杰说。

长官庙镇齐桥村和庙沟镇吴
水口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只是吴起
县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一个缩影。

2023年，吴起县持续在固成
果、促增收、抓建设、强治理上下功
夫、做文章，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体系，抓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今年以来，建成和美乡村 12
个，一个个“村庄秀美、环境优美、
生活富裕、社会和美”的四美乡村，
正如明珠般镶嵌在吴起大地上。

在未来的道路上，吴起县 14
万干群将以“实”字当头、“干”字为
先，在实现乡村振兴、阔步迈向小
康的道路上昂首前行。

建和美乡村 绘振兴画卷
——吴起县以绣花功夫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通讯员 徐志全 许新雨 记者 王锋

吴水口村和美乡村吴水口村和美乡村

“牧光互补”
生态富民

——吴起县五谷城镇探索走出了一条绿色能源与农牧产业融合发展之路
通讯员 徐志全 樊俊虎 记者 王锋

打造田园综合体
释放振兴新动能

——吴起县周湾镇坚持农旅融合建设宜业乡村
通讯员 徐志全 许新雨 记者 王锋

近日，走进吴起县五谷城镇“牧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现场，一块块
整齐排列在牛棚和梅花鹿棚顶上的
光伏板，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正源
源不断地输送着“绿电”，而棚下一
头头体格健硕、毛色油亮的安格斯
黑牛和梅花鹿正享受着槽里的草。

据了解，“牧光互补”是通过建
设棚顶光伏工程实现清洁能源发
电，同时在棚顶让光伏科技与现代
牧业实现有机结合，发展现代高效
牧业。该项目共流转土地 28亩，
于今年 9月初建成投用，目前棚下
养殖180余头安格斯黑牛、100余头
梅花鹿，棚上铺设光伏板576块，年
发电 322.5千瓦，不仅有效利用了
棚顶和土地资源，实现绿色减排，还
减少了养殖成本，增加了收入。

今年以来，吴起县五谷城
镇依托资源优势，借助光伏发
电产业，创新“牧光互补”新发

展模式，通过“光伏+绿色

养殖”的智能化并网发电模式，有效
解决了全镇部分村集体经济缺项
目、收益难的问题，探索出了一条绿
色能源产业与农牧产业融合的发
展之路。

该镇副镇长思林君告诉记
者：“该项目由镇上10个村集体入
股合营，按照入股比例分红的模式
运行。预计年发电量在 8万度左
右，收益能达到20万元。养殖场是
按照户繁场育的模式，同周边的养
殖散户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技术服
务，订单收购犊牛，不断带动全镇更
多群众发展肉牛养殖产业。”

“这个模式投资小、收益大，正
常一年最低能产8000元的鹿茸，净
收入是5000元左右，生产母鹿每成
活一头鹿崽子能卖 5000元，减去
2000元的饲养成本，净收入 3000
元，像100头梅花鹿这个规模预计4
年就能收入180万元。”吴起县永盛
梅花鹿养殖家庭农场经理赵刚为农

场的发展细细算了一笔账。
2023年，吴起县五谷城镇采取

“企业+养殖场+农户”的发展模式，
积极推进“牧光互补”项目，同时采
取“多村联动、入股合营、秸秆变
肉、堆沤还田”的方式，引导广大群
众积极发展养殖业，实现了光伏产
业和养殖业的融合发展，走出了一
条富有特色的“棚上绿色发电+棚
下生态养殖”的绿色发展之路。

“我们采取‘板上发电，板下养
殖，牧光互补’的模式，探索形成一
条‘畜牧产业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的乡村振兴之路，解决部分村集体
经济无项目、收益难的问题，推动
了全镇养殖产业体量不断增加，进
而让养殖户通过发展肉牛养殖过
上‘牛’日子。下一步，我们将在发
展特色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增加
群众收入上下功夫，让全镇更多群
众通过发展产业过上好日子。”吴
起县五谷城镇镇长雷晓勇说。

“我是这个园区的技术员，现
在管理 12个棚，我们这里种的火
龙果，色泽、口感各方面相当好，得
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园区收入也
非常好。”周湾镇周湾村村民杜俊
秀说。

近日，走进周湾镇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内，一个个设施大棚主体拔
地而起，高标准、现代化的设施大
棚农业产业基地已初具规模。杜
俊秀正在设施大棚内给一垄垄整
齐排列、长势喜人的火龙果修蔓整
枝，促进营养回流，在一边干活儿
的同村村民杜金说：“我给园区流
转了6亩多地，今年第5年了，我每
年都在园区干活打工，一年最少也
收入3万元左右。”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蓬勃发
展不仅成了引领全镇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引擎，也给当地群众提供
了较多的务工岗位，带来了持续增
收的经济收益，拓宽了群众增收致
富的渠道。

近年来，吴起县周湾镇立足镇

域产业实际，持续推进集现代农
业、休闲旅游、和美乡村为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在周湾大地上绘就
一幅幅美丽乡村图景，谱写一曲曲
振奋人心的产业富民歌。

随着该镇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周湾村村民杜祥开起了民宿和农家
院，他告诉记者：“我在边塞蓝湖景
区湖心岛的民宿和农家院，在旺季
时不能满足游客需求，今年我又把
家里的房子装修成窑洞民宿，最起
码要让游客来了有个吃的地方和住
的地方，现在年收入非常不错。”

今年以来，周湾镇围绕该产业
园区积极打造田园经济综合体，拓
宽农旅融合渠道，探索“农旅融
合+”产业模式，以农旅融合园区
为抓手，持续做大做强设施棚栽
业、生态养殖业、休闲旅游业，群
众在园区务工、土地流转和三产
服务上的收入得到稳定增加。截
至目前，全镇景区兴办农家乐 3
家、渔家乐 2家、水产店 2家、休闲

垂钓园 2处，同时发展田园民宿 4
家，安装光伏发电 50万瓦，户均年
增收6.5万元。

“我们按照‘党建引领，生态优
先，三产融合’的工作思路，打造了
周湾村田园经济综合体示范点。
通过夯实基础建设，打造宜居家
园，整合资金 180万元，实施了外
庭院和内庭院改造项目，乡村面貌
发生了蝶变，绽放了新颜。坚持农
旅融合建设宜业乡村，以农旅融合
发展为基础，持续做大做强设施棚
栽业、生态养殖业、休闲旅游业。”
周湾镇副镇长袁骁说。

据了解，下一步，周湾镇将以
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为抓手，
坚持“五化统领”推动转型升级，不
断优化产业布局，通过串点成线，
连线成片，让美丽田园、自然景色、
和美村庄融为一体，打造成独具周
湾地方特色的看得见绿水青山、
留得住乡愁的“归园田居”，
全力推进田园综合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

周湾镇田园综合体周湾镇田园综合体

““牧光互补牧光互补””养殖小区养殖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