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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来到铁边城镇铁边
城村 200头林麝养殖场，

各类基础设施正在日
益完善，一大片干净
整洁的圈舍整齐划
一，林麝正在圈
舍里嬉戏打闹。

延安鑫盛
昌麝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高鹏
告诉记者，目

前，铁边城

村已建成林麝繁育和林麝研究基地，规模达
到200头养殖圈舍，现存栏百余只，分规模养
殖和良种培育2个方向稳步发展。同时带动
周边惠农产业，其中以萝卜、苗木树叶、农产
品收购，以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等工
作为主。

“我们是在 2022年 7月份正式开始建
设，当时大约共有林麝六七十头，经过两年
的喂养，现在已经有 100多头了。林麝在
咱们吴起县很适合饲养，目前我们正在进
行圈舍改扩建，预计 9月份能够完工，到时
候，我们才真正实现了林麝养殖 200头的
目标，现在我们的林麝每只平均可产麝香
15克左右。”高鹏说。

据了解，雄性林麝分泌的麝香是名贵的
中药材和高级香料。近年来，国家林草局、
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已经全面禁止野外
猎捕天然麝香，禁止出口天然麝香，以天
然麝香入药的产品因奇缺价格暴涨，市
场前景可观。

“我们的林麝产的麝香品质可观，
一克能卖七八百元，一公斤现在市面价
格是80万元。”高鹏说。

林麝产业落户铁边城村，拓宽了当
地村民致富路径。高鹏和当地政府正在积

极引导当地群众种植林麝日常所需的饲料，
如南瓜、胡萝卜、白萝卜、白菜及各种当地易

生长的林麝所需树叶冬储等，均按市场价格
收购，调动大家种植的积极性。

记者了解到，林麝幼崽一年半成年，
两年开始产香下崽。以 1对计算（公母配
对），公麝每年平均产香 20克计，每克麝香
600 元；母麝每年下崽 1.5 头计，每对幼崽
10 万元；每年的毛利润为 1.2 万元麝香和
7.5 万元幼崽的价值，年总收入为 8.7 万
元。

随行的铁边城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项目亮点是产业新、占地小、回报高，能快
速引导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能及时利用农村
闲置土地、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助力实现乡
村振兴。

在吴起县，除了林麝养殖之外，还有和
牛、鹊山鸡、梅花鹿等养殖业也是风生水起、
生机勃勃。

吴起县是全国退耕还林示范县，拥有丰
富的饲草资源，发展畜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
条件。近年来，该县按照“龙头带动、大户强
村、规模养殖、融合发展”的思路，大力推进畜
牧业稳产保供，让养殖户走上了致富的“快车
道”。

截至目前，吴起县共有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314个，全县肉类总产量8333吨，禽蛋产量
831吨。

位于吴仓堡镇丈方台村的吴起县 30万

头生猪养殖基地，占地 672亩，建筑面积 7万余
平方米。该基地由吴起新六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项目总投资5.5亿元，是2019年吴起县在
杨凌农高会上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的重点养殖项
目，2023年 2月建成投产，实现亩均投资 82万
元，亩均产值89万元。

吴起新六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白智慧说：“之
前一直在外地务工，2020年通过县上举办的招
聘会成功就业。现在工作稳定，离家也近，每月
按照绩效能拿到6000多元，挺满意。”

吴起县 30万头生猪养殖基地建成投运以
来，积极探索就近务工、土地流转、托管代养
等联农带农机制，免费为合作养殖户提供猪
崽、饲料、防疫药品和技术指导，并负责回收
商品猪，带动当地养猪产业发展的同时，新增
各类就业 3000余人，累计支付代养结算 2300
余万元。

“畜牧业已经成为我县产业链条完善、群众
参与程度高、发展势头好的产业。”吴起县畜牧
中心主任袁海荣说，下一步，将强化服务保障，
持续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提高群众收入，唱响

“绿色牧歌”。
胜利山下披锦绣，“农”墨重彩绘新篇。一

项项政策扎实落地，基层干部群众干劲日渐增
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新蓝图正在吴起大地
徐徐绘就。

胜利山下披锦绣
——吴起县乡村振兴实践观察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徐志全

七月盛夏,
酷暑难耐。行
走在吴起县胜
利山下，花团锦
簇、绿意盎然，
处处可以感受
到吴起大地产
业兴旺、乡村宜
居宜业、绚丽多
姿。

近年来，随
着我市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推进，特色
农 业 如 火 如
荼。记者近期
在长城镇、铁边
城镇、庙沟镇等
地采访了解到，
广大农民大力
发展特色种植、
养殖，并辅以新
型经营理念和
生产方式，乡村
振兴之路正越
走越宽。

现如今，一
座座村庄焕然
一新，一条条公
路通向偏僻山
村，一个个种养
特色产业呈现
勃勃生机……
吴起三农面貌
焕然一新，一幅
乡村振兴的新
图景展现在人
们面前，为吴起
高质量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近年来，吴起县以
生态美、乡村兴为目标，全面发展以苹果产
业、养殖业、设施农业和陕北小杂粮、水产业、
林产业为主要内容的“3+3+X”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既夯实了共同富裕的基础，也为全县农
业发展勾画出宏伟蓝图。

盛夏时分，记者走进吴起县长城镇双湾涧
村樱红涧谷日光温室樱桃采摘示范园，20个大
棚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夺目。

据了解，双湾涧村日光温室配备了全自
动喷淋、起帘、放风等设备，同时建立4.0智慧
农业平台，引入农产品追溯系统，进行土壤墒
情监测、环境监测、视频监控，并和吴起县政
务服务中心、大数据平台数据接轨，智能联动
降低了生产成本。

通过产供销立体推进，双湾涧村樱桃采
摘示范园采取“合作社+农户+脱贫户”模式，
合作社负责集体经济日光温室的流转土地、
设施日常管理以及电商服务站销售服务，农
户反包倒租种植经营，脱贫户剩余劳动力参
与种植。

“今年预计一棚产量在 1500斤左右，到
了盛果期每棵树产果 5-8斤以上，每棚产量
在 5000斤左右，年收入达到 120万元左右。”
长城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冯占伟介绍道。

除了双湾涧村，在王树湾村现代农业园
区，种植大户张永平正在大棚里面忙碌着，他
告诉记者：“我们村这些大棚因为墙体、拱杆
等不同程度的老化，已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
产，如果不进行整体维修改造，很难发挥原有

的作用，还好政府今年帮忙争取到了项目资金，
对大棚进行了改造，现在这些大棚又恢复了生
机。”

为充分发挥改造后大棚的土地效益，村“两
委”班子成员曾多次外出考察市场，积极探索产
业致富新路子，依照绿色生态、因地制宜的发展
思路，村“两委”班子成员认为种植阳光玫瑰葡
萄、油桃等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是村民增收致富
的好项目。于是经研究讨论，确立了以种植阳
光玫瑰葡萄和油桃为主的特色产业。

现如今，种植的 26棚阳光玫瑰葡萄、15棚
油桃、5棚火龙果和 1棚黄金蟠桃已初显成效，
走进大棚，满眼的绿意葱茏、生机盎然。

王树湾村大棚改造重新盘活了特色产业项
目，既增加了王树湾村集体收入，又带动了农户

进棚务工，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益。
在连绵起伏的山峁间，一座座大棚孕育着

新的希望。近年来，吴起县大力发展棚栽蔬菜、
瓜果等设施农业，不断促进农业提质增产、农民
增收致富，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蓄势
赋能，增强农村产业发展后劲。

目前，共建成日光温室 2843座、拱棚 3034
座，种植标准化高山冷凉菜 1.5万亩，香菇 500
万棒，瓜菜年播种面积4万亩左右，产量10万吨
以上；累计培育家庭农场 1963个，合作社 338
个，创建周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省级农
业示范园区1个、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2个。

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画卷正在洛河两岸徐徐
展开。

近日，在周湾边塞蓝湖，游客或乘船嬉戏
水间，或宛若画中游走；工人正在水产养殖示
范基地拉网捕捞，一派水美鱼肥生机勃勃的
景象……近年来，吴起县全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建设，走出一条具有吴起特色的乡
村振兴之路。

在白豹镇洛河食用菌产业示范园，河
南省香菇种植能手徐国伟受邀来到白豹镇
发展食用菌产业，由政府协调流转土地 117
亩，完善“三通一平”基础设施，并建设大棚
109座，初步形成了香菇制棒、养菌、种植、
销售产业链，整个园区预计产值可达到 1
亿元。

“产业园吸纳了64户脱贫户入股，每户1
万元，每年分红1330元；园区一期带动5个集
体经济薄弱村入股，每村 10万元，每年分红
2.13万元；园区三期带动12个村集体经济提

质增效，每村入股 3万元，每年分红 1.59万
元。此外，每年带动附近老百姓就业3000余
人次，劳务增收45万元。”白豹镇党委书记张
东说。

改造后的居民院落点缀在绿树花海间，
阳光下的瓜菜大棚沿着河湾有序排列……吴
起县白豹镇王湾村一派风景秀美、产业兴旺
的山村新风貌。

“早知有王湾，何必去远游。”得益于区位
优势，近年来王湾村在发展城郊型经济上取
得良好效果——王湾香瓜、王湾大杏、王湾葡
萄和洛河香菇等农特产品越来越有名气，村
子也成为群众休闲观光、体验采摘的好去处。

为了鼓起群众的“钱袋子”，2021年以
来，白豹镇采取项目捆绑的方式，以财政一事
一议项目等为依托，选择基础设施条件好的
优势村组，集中实施坡屋顶改造、公园建设、

绿化亮化工程，以及污水统一处理、完善卫生厕
所配套等项目建设，集中资金办大事。同时，该
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完成包括拓展训练
基地、农家乐、特色采摘大棚、大型儿童游乐场
等在内的乡村旅游业综合体。

“现在我们的房前屋后都是温室大棚，村里
村外美如画卷，谁有了难题可以直接找镇村干
部解决，日子过得真是太舒坦了。”谈及现在的
好生活，王湾村村民郭银芳笑得合不拢嘴。

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
社会治理创新上，王湾村依托红色党建会客厅，
构建“小院说事”新平台，为群众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搭建平台，有效化解基层社
会矛盾，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妥善解决了邻里的矛盾纠纷，显著提升
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同样的变化，也让长城镇双湾涧村村民李

万霏喜笑颜开：“房前屋后的垃圾不见了，路硬
化了，路灯也亮了，住在村里特别舒心。”

“我们把双湾涧村进行整体规划，把每一户
农家当作一个品牌来营造，以‘景村融合’重塑
乡村功能、形象定位、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建
设，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让双湾涧村的面貌焕
然一新。”双湾涧村党支部书记李万霏说。

王湾村、双湾涧村等的变化是吴起县和美
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吴起县瞄准“农
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采取“政府
投资+”“基层党建+”的方式，推行“典型模范+”
的“3+模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产业建设活力足，乡村振兴步伐稳。目前，
吴起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5614元，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5167 元，增长
13.2%，走出了一条具有吴起特色的乡村振兴
之路。

设施农业织就百姓致富路

乡村蝶变喜迎八方客

特色产业筑强振兴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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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县生猪养
殖基地

▲ 铁边城镇铁边城村
林麝养殖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