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走进沁州黄主产区和
原产地沁县沁州黄镇，处处能看到农民
们忙碌的身影。眼下，正是沁州黄谷子
播种季，播种一线，谷农辛勤耕耘，农机
驰骋沃野，良种、良机、良法配套施用，
新技术、新农人、新模式层出不穷，科技
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一幅热气腾腾的

“夏耕图”在广袤田野铺展。

抓实播种各关键环节
良种良机良法齐上良种良机良法齐上阵全链条保障阵全链条保障

沁县南凹村是沁州黄镇谷子主产
村之一，全村耕地面积1400余亩，仅
种植沁州黄谷子就达500余亩。在村
南一块刚种好的谷地里，暴旭东和七
八个村民排成一排在踩谷。据南凹村
支部书记、村长贾玉峰说，踩谷是一项
非常辛苦的技术活，但对“捉苗”起着
关键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
的一个环节。良种播下良法跟上，才
能挖掘谷子的单产潜力。

做大做强沁州黄产业，让更多科

技要素向田野集聚，全链条挖掘单产
提升潜力，沁州黄镇把大面积提升谷
子单产和品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在
沁州黄镇，谷种大都选择长农47号等
谷种，该品种具有产量高、米质好、杆
低抗倒伏的优势，加上集成推广合理

密植、水肥一体等高产技术，为谷子丰

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前春耕‘锄头不停歇’，现在是

‘农机不停歇’。”“山地用上小农机，耕

种、施肥省时又省力。”在沁县泊立村

的一块谷田里，一台小型播种机来回

穿梭。覆膜、下种一气呵成。“这种机

械化程度高，一天可种四五十亩，大大

提高了种植效率。能抓住墒情好的时

机，确保出苗率的提高。”建清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常建清介绍。

对于墒情好的地块，选择覆膜播

种模式，对墒情不太好的地块，选择

传统的种植模式。根据不同地块和

土壤气候等实际状况，选择覆膜和传

统两种播种方式，这样就可以保证每

块谷地都能做到苗全苗齐。“苗出三

分收”，这是当地群众多年来总结出

的种谷经验，由此也可以看出，保证
出苗率是确保沁州黄谷子丰产的重
中之重。

镇党委政府政策扶持
助力沁州黄产业发展跑出助力沁州黄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加速度””

沁州黄产业发展，沁州黄镇出台
了多项措施加以扶持，规模发展，种植
面积连创新高。今年，全镇沁州黄谷
子种植面积预期目标将达到1.53万
亩，其中，有机谷子种植面积将突破
6000亩。

装备保障，持续抓实农机配备。
在县级配备的31台精量播种机的基
础上，依托金谷农业平台再向14个谷
子连片种植村发放14台穴播机，满足
谷农生产需求，为春耕夏种生产提速
提效提供保障。

科技加持，多措并举保墒稳产，

在上年度660亩谷子冬播试点成功

的基础上，今年种植了2000亩冬播、

早春播谷子；延续惠农政策，每亩补

贴500元用于有机肥、专用地膜购置

和播种；持续关注气候变化，鼓励群

众铺设滴灌。

深挖资源，创新模式提质增效。

坚持向土地要效益，在南凹村建设全

生物渗水降解地膜“两年三作”种植示

范基地，在冬播或早春播谷子收获后，

种植冬小麦+复播大豆，不断提高耕

地单位面积产量产值。

迎着夏日，播撒希望。聚集新要

素，激发新动能。从“靠天吃饭”到“科

技兴农”，插上科技翅膀的沁州黄产业

发展不断呈现出新气象。沁州黄镇全

力推进夏季农业生产夏种夏管，为全

年沁州黄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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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走进襄垣县侯堡镇东
周村，排排楼房整齐划一，条条村道干
净整洁。村民们三五成群，怡然自
乐。眼下，正是各地农民投身于农业
生产的大忙时节，但东周村的400余
户村民却当起了“甩手掌柜”。这一切
得益于土地流转。

2022年底，东周村按照“合作社+
公司+农户”模式，将村民土地和村集
体闲散土地统一流转给山西周犁精耕
农业托管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提供耕、
种、管、收等环节的全程托管服务。

“我们公司有大小型机械15辆，
可以对流转土地统一进行规模化、机
械化方式管理。”公司负责人路启华
说，“将土地化零为整，提升耕种效率，
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业经营经济效
益，实现了企业、村民、村集体三方合
作共赢。”

“我把12余亩土地全部流转出去
了，不用自己耕种，也不用承担风险，
每亩地保底收入600元。自己可以专
心打工，比原来种地收入多出几倍。”
村民路国华高兴地说。“目前，我们积
极寻求与周边村庄合作，不断扩大土
地流转面积。”东周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郝玉敏说，土地流转一年可
为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

除了土地流转，东周村充分利用
毗邻潞安化工集团的独特优势，借力
发展第三产业。投资730余万元，建
成3500多平方米临街商贸综合楼，通
过“集体资产代营”将商铺资源出租，
为村集体增收40余万元。整排沿街
商铺热闹喧嚣，“烟火气”十足，也带动
了村民增收致富。

“老板，帮忙查一下我的快递。”

“老板，我要寄件，多少钱？”在东周村
物流配送网点，收件处、取件处分列
两侧，来往群众络绎不绝。店主韩艳
正忙着为村民收取快递。“这里人流
量比较大，群众网购也比较多。我们
就租了一间房，开了一家菜鸟驿站，
生意挺好的，也能为更多人提供方便
快捷的服务。虽然辛苦了点，但很值
得。”韩艳说。

绿化小区、安装路灯，建设公园、
健身广场、休闲长廊，维修排水渠、自
来水管道、暖气管道。随着村集体经
济不断增强，村里每年都会列出专门
资金用于完善基础设施，保障和改善
民生。今年，东周村投资30余万元，
实施“共享有机菜园”项目。只需支付
少量租金，便可认领一块自己的专属
菜地，得到村民们的大力支持。

“我租了3块菜地，主要种点西红
柿、黄瓜、青椒等蔬菜。这里浇水很方
便，日常管护也不用我们操心，特别
好。”村民张记栓说。发展成果惠及全
体村民，让他们的幸福感不断提升。

周王山建材厂、道客车检、潞州驾
校……各家企业相继落户东周村，村
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也为群众提供
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全村有产
业，户户有门路”的愿景正在逐步变成
现实。

“2023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
突破了120万元。目前，正在积极谋
划现代农业发展粮食烘干及仓储扩建
项目。”谈及未来，郝玉敏信心满满，

“我们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
断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推动
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和村民增收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壮大村集体经济 圆了富民强村梦
文/连彦玲 图/吴彤 米鑫

沁州黄谷子种植有“良方”
文/图 李玉娥

传统种植与现代技术“双管齐下”

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和美乡村一线行

襄垣县侯堡镇东周村

整齐划一的楼房，干净整洁的村道。

覆膜播种一体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