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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黄昭君

黄土地长出灿灿“金谷子”
——黎城县程家山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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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暖，农时催人忙。沿着
黎城县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蜿蜒北上，
一路春光，两岸繁华，暖意扑面而来，
嫩绿的新枝吐出柳芽，抬头远观，一簇
簇粉红宜人的桃花朵朵绽放。不到一
刻钟的功夫便来到了有机旱作小米专
业镇程家山。

一大清早，程家山镇岩井村的“小
米专家”张贵中已在地头指导起来，村
民们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垄
沟、覆膜、穴播、覆土等多道环节一气呵
成，谷种子被均匀地种入田里。“这还不
是最早的一批谷子，去年年末，我们在
镇里的支持下，已经在土地封冻前播下
了冬播谷种，比春播谷提前30多天出
苗，节省人力，品质还高，能卖个好价
钱！”小米种植大户张贵中自信地说。

以“米”立镇 路子对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铺就振
兴快车道。程家山镇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主
线，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了有机旱作小
米专业镇总体规划和特色产业规划，力
争将岩井小米推向市场、走向全国，培
育成为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强、品牌优势
突出、就业富民效应明显的产业项目，
打造盛产优质小米的专业村。

搭载着这趟“振兴”快车，张贵中
成立了黎城贵中农林种植专业合作
社，在种植规模3000亩的基础上，建
成面积600平方米的小米加工标准化
厂房，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订
单”的生产经营模式，对小米进行深加
工，实现了种、收、晾晒、脱壳、筛选、
包装、储藏、销售等产销服务“一条
龙”。年加工小米可达200万斤，产值
1600万元，吸收17名脱贫人口就业，
促进优质小米产销顺畅衔接，使合作
社周边的农户得到约300万元的直接
售粮收入。通过一体化的谷物生产服
务平台，实现了现代特色农业产业提
质增效。

“镇里很支持小米产业的发展，也
在不断为我们拓展销路，现在村民种多
少，我就能卖多少。”张贵中介绍，过去
一斤小米卖2.5元，现在普遍卖6至8
元，销往北上广等地均价可达到12元
一斤。因此，他正在着力提升品牌效
应，在品牌注册、有机认证等刚性资质
上下功夫。这也需要更多村民种出优
质小米，为合作社的未来发展做保障。

政策护航 服务好

为了使全镇百姓收获种植小米带
来的实惠红利，岩井村村支书吴彩霞一
有空，便和村干部们走街串巷宣传。“种
小米比玉米卖价高，省心省力投资小，
县里有化肥补贴，种子是免费的，农业
部门定期给我们指导，合作社能保障销
路，收入不用愁。”岩井村村民路爱平抑
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她这几年陆续租了
十几亩地，因为收入可观，今年还想多
种3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村民慢慢发
现了种小米的优势，村里从过去的每
户一两亩，发展到了如今的户均十几
亩，每年每户能增收3万余元。看到大
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吴彩霞感到自己

的工作充满意义。
到村到户开展种植意向调查，加强

小米产业政策宣传，确保相关政策家喻
户晓是打造特色专业镇建设的必要举
措。不仅如此，程家山镇党委政府坚持
把打造千亩有机小米当作“一号工程”
来抓，书记镇长牵头总抓，分管副职具
体负责，包村干部全程跟进、项目负责
人具体落实。

程家山镇建立健全“一个项目、一
个专班，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四个
一”工作机制，确保项目建设全程跟进；
依托现有的岩井小米加工设备厂房以
及配套的物流仓储，打造程家山镇千亩
有机小米加工基地，实现谷物种植-加
工-储存-销售系统化、规范化；结合全
县乡村e镇的产业培育，利用融媒体、
抖音直播带货等平台，将小米产业与
电商深度融合，形成“产业+电商+配
套”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建立政商常
态化沟通机制，定期组织项目负责人
座谈，及时回应诉求，及时跟进解决项
目建设中遇到的用地、水电、手续办
理、销售等问题，打造项目建设“绿色
通道+闭环管理”模式，提高项目建设全
过程服务水平。

普惠的政策举措，效力并存的工作

机制，为程家山镇打造有机旱作小米专
业镇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产业延伸 后劲足

走进程家山镇岩井村的浊漳河醋
业有限公司，古色古香的展厅，数口大
醋缸陈列整齐，浓浓的米醋香扑面而
来，闻则生津。该公司负责人常恒正在
为慕名而来的顾客做介绍：“我们坚持
传统酿醋技艺，纯手工古法酿造，采用
浊漳河畔深井水和程家山天然优质小
米、麸皮为主要原料，产出的传统米醋
椒香不涩，酸味柔和，是调味的好选
择。”在经过现场蒸、酵、熏、淋、陈等一
系列工艺流程后，一瓶瓶香味四溢的米
醋成功下线，包装待售。

据常恒介绍，程家山着力发展小米
专业镇，与其公司寻找优质小米原产
地、传承传统酿造技艺的初衷非常契
合。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公司与岩井村
委会合作投资300万元，从项目申报到
投产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如今生产的
产品很受顾客青睐，销量可观。

产业兴促进农民富，项目建设是经
济发展的“生命线”。依托小米种植资源
优势，程家山镇抓实优特产业发展，围绕
特色专业镇建设和延伸产业链条将全镇
谷子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进行
培育，经过深度的市场考察调研，确定以
米醋产业为主要发展方向，在优质小米
原产地的基础上打造高端米醋，采取“公
司+村集体+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互联
网+销售”的营销方式，为村民提供了更
多“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程家山镇还在谋划申报
“宋宫悦酒厂”等新项目，支持龙头企业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项
目协同发展，深入推动品牌创建，叫响
岩井小米品牌。

加快品牌升级、强化集群发展、延
长产业链条，在“千万工程”经验的贯穿
引导下，程家山镇正走出一条特色化、
差异化的产业发展之路。

本报讯“这是我的疏忽，不好意
思了！”“没关系，事情已经圆满解决，
我很满意。”4月7日，上党区北呈村的
王师傅和张大爷在玉米收购中因称
重问题发生纠纷，最终在民警的调解
下握手言和。

当日上午，长治市公安局上党分
局北呈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北呈村
两名村民在收售玉米时发生矛盾，争
执不下。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
往事发现场。

经了解，张大爷家种了几亩玉米
地，按照往年收成算，这次少称了200
多斤。张大爷遂与称重的王师傅“理
论”，双方各不相让，矛盾升级。

见双方情绪激动，民警把二人请

进了调解室。民警先是为双方平复情
绪，现场气氛缓和之后，又劝王师傅重
新称重：“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就是为
了有个好收成，卖个公道价。我们帮
你重新称一下，也让张大爷安心。”见
状，王师傅便不再坚持，与民警一起将
张大爷的玉米重新进行称重。结果显
示，确实少称了一部分。

最终，在民警的见证下，王师傅将
收购玉米的 1200 元钱付给了张大
爷。纠纷得以解决，顺利拿到粮食款，
张大爷向民警连声道谢。

春耕期间，考虑到涉农纠纷可能
有所增加，北呈派出所将加大巡查力
度，及时化解矛盾，保障辖区安全。

（李宏波）

本报讯 户籍窗口虽小，却是与
人民群众联系紧密的地方。4月 8
日，沁源县公安局中峪派出所户籍民
警收到了一封真挚的感谢信。

事情源于3月14日上午，李先生
来到中峪派出所向民警求助，称其儿
子已离婚多年，孩子的抚养权归李先
生的儿子所有，后因种种原因孩子的
户口问题一直未解决，如今孩子上学
成了难题。一家人焦急万分，只好向
民警寻求帮助。

得知此情况，派出所户籍民警
在详细了解了李先生的需求后，认
真向李先生讲解了户籍政策，告知
其户籍迁移所需材料和程序。过程
中，户籍民警发现其部分材料不完
整，便及时查阅相关档案，为李先生
补齐材料。最终，顺利办理了户籍
迁移，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真是太感谢了，民警细心又耐

心，我们一家人都很感谢你们！”李先
生不仅当面表示了感谢，还将一封感
谢信送到中峪派出所户籍民警手中。

（郭书琴）

收售玉米起纠纷 民警耐心解矛盾

短短感谢信书写浓浓警民情警营传真

程家山镇岩井村繁忙的春播现场。

李先生（左）将感谢信送至民警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