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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乡村的“幸福密码”
——走进屯留区上村镇王庄村

沁县南里镇中里村

特色养殖小鹌鹑 拓宽乡村振兴路

走进沁县南里镇中里村晋飞农牧
开发有限公司鹌鹑养殖棚内，一排排整
齐的笼架内挤满了鹌鹑，或觅食、或嬉
戏，当有人靠近时，它们会发出啾啾的
声音。这里一排整理的栏架，是收蛋
器，里面正静静地躺着一颗颗拇指大小
的鹌鹑蛋。

沁县晋飞农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9年，以鹌鹑肉、鹌鹑蛋、鹌鹑有
机肥的生产供应为主，属于村企共建鹌
鹑养殖项目，先后投资共400余万元，
其中产业资金130万元，现有养殖大棚
3座，鹌鹑总养殖数可达30万只，存栏

15万只。目前，最新的一座正在推进
鹌鹑养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新建大
棚可实现光、温度、粉尘等精细化调控，
由个人投资113万元，每年产生7万元
出租收益。

谈起收益，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从
生产上看，鹌鹑每年产蛋周期为10.5个
月，每只鹌鹑平均下6斤鹌鹑蛋，15万只
可以下鹌鹑蛋90万斤，除去所有费用，
每斤可实现纯利润1元，每年可实现90
万元的纯利润。从带农上看，共解决8
名劳动力，包括3户脱贫户，平均每户月
均收入4000元。据了解，今年新建设的

鹌鹑蛋深加工项目，目前正在办理手续，
预计今年年底投入运行，直接带动集体
经济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

鹌鹑场看似不起眼，却是中里村支
部书记杨志飞和乡亲们的“心头肉”。

“中里村地少山多，这种环境很适合养
殖业深入发展，我们经过考察和外地学
习，就把鹌鹑产业引进来。鹌鹑养殖投
资少、见效快，从雏苗到生蛋只需要45
天至50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高，对营养健康饮食也有了更高的追
求，市场对鹌鹑蛋的需求非常旺盛。”中
里村支部书记杨志飞说。

谈起鹌鹑的价值，全身都能利用，
包括它的粪便，在自然晾晒风干的情况
下，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机肥，氮磷钾的
含量高，对环境也没有影响。目前，该
养殖场已形成集鹌鹑养殖、蛋品销售、
鹌鹑肉销售、鹌鹑粪便销售为一体的经
营模式。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部
分周边村民30余人的就业问题。

杨志飞表示，中里村会继续发展该
产业，目前正在走向规模化的道路，还
会继续延伸产业链，比如蛋品的加工，
有机肥的利用，提升鹌鹑产业的附加
值，为乡村振兴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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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庄村农文旅一体融合发展，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宜居宜业幸福至，和美乡村在身
边。走进屯留区上村镇王庄村，整洁
宽敞的乡间小道，错落有致的庭院小
景，图书馆、群众舞台、文化墙、便民服
务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应俱全，
村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兴旺家园
里，日光温室大棚、沼气综合处理站、
民俗农苑等特色产业风生水起，农文
旅一体融合发展遍地开花；和谐家园
里，上墙入心的村规民约，将传统美德
与文明新风传入千家万户，滋润着每
一位村民的心……

近年来，王庄村深入学习“千万工
程”经验，立足村情实际，延伸产业链
条，以沼气为基础，着力发展“上联养
殖、下联种植、中联清洁能源”的循环
经济产业链，并由此衍生出“生态+”

“文化+”“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村
内产业得到不断发展、基础设施明显
改善、人居环境明显提升、基层治理水
平不断加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明显增强。

聚焦特色优势强产业聚焦特色优势强产业

坚持以业为基是“千万工程”的一
条重要经验。近年来，王庄村结合本
村发展现状，科学规划、引资上项、因
地制宜扎实推进农业循环产业发展，
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路上跑出了

“加速度”。
2018年，王庄村因地制宜建成了

2000立方米的可腐烂垃圾沼气综合处
理站，采用“分散式收集、集中化处理、
综合化利用”模式，对全镇20个村、10
个大型养殖场及散养户畜禽粪便、庄
稼秸秆、厕所污水、生活污水以及生活
垃圾进行处理，日处理能力达200立
方米，年产沼气约45万立方米。

为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2020
年，王庄村规划建设4万立方米的沼
气综合处理站，分三期完成。其中，一
期1万立方米沼气站及配套设施已于
2020年底建成，二期5000立方米沼气
站也于2023年投入使用。目前，沼气

站规模达到17000立方米，可以满足
全村炊事用气和200户村民冬季取暖
需求。

“在项目前期稳定有效运行的基
础上，我们探索实现沼气产业经济效
益最大化。这不仅是对农村人居环境
的深度治理，更是在打造与有机循环
农业深化融合的基础上，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与修复。”王庄村党支部书记董
建民介绍。

依托沼气站，王庄村不断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高标准建成水肥一体化
蔬菜温室大棚 18座，种植种类近 10
种；养殖大棚 5 座，每座可容纳生猪
1300头，年出栏可达2万头。在村集
体带动下，村内群众建设6座养殖大
棚进行生猪代养，2023 年代养生猪
5000余头。董建民介绍，集体经济发
展有效带动了村内群众参与，解决了
群众务工就业问题，促进了农民就地
增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在村中的田间
地头，水肥一体化设备、除草机……各
类新农具、新技术大展身手。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农业科
技创新为引领，支持各类农业主体使
用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

大力发展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新质高效技术。”董建民表示，王
庄村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农旅融合延业态聚焦农旅融合延业态

做足“农业+”文章，聚焦研学、休
闲、田园主题，串珠成链形成半小时近
郊乡村旅游圈，形成浓厚的人气、商
气，实现农村面貌欣欣向荣、农民收入
步步攀高，如今的王庄村，正实现着田
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劳动变体验的
华丽转身。

占地近 8 亩的文化项目——“农
苑”民俗文化园，包含传统农艺展示
园、非物质文化陈列馆、民俗文化园、
农家院落民俗4个区域。“农苑”秉承返
璞归真、追本溯源和传承农耕文明、展
示生活变迁的理念，将农耕文化、时代
变化、农副产品与农事体验、科普教
育、国史教育、文化娱乐结合起来。

今年五一，民俗文化园再次迎来
众多游客，还有很多研学团队加入其
中。通过将研学与乡村生态农业、民
俗文化产业、休闲旅游产业等有机结
合，王庄村还配套推出一批农事生产、
节气物候、自然课堂、健康养生等科普

教程，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文旅融
合发展之路。

不仅如此，王庄村还致力于实现
优质特色农产品地产地销、就地加工，
发展乡味食堂、风味小吃、特色食品，
培育精品农家菜，热情当好“店小
二”。“目前，农苑接待能力达到100余
人，村里还有8家便民超市，初步形成
了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接
待中心，先后带动40多名村民就业。”
市委政研室驻村第一书记李慧强说。

2023年，王庄村集体资产总额近
50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
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2万元。王庄村
正以高质量文旅融合发展带动乡村生
态美起来、环境亮起来、乡韵浓起来，
不断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聚焦基础提升惠民生聚焦基础提升惠民生

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近年来，王庄村在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等领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出
了一系列温暖人心的举措，不断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础设施建设是群众生活便利、
人居环境舒适的基本前提。通过多方
筹资，王庄村扩建装修了学校、幼儿
园，改造了危厕，设立了图书馆、便民
服务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修建一
座高标准群众舞台和“九龙壁”文化
墙，建起了两个单元24户的群众集资
楼及两座形象村门；全村硬化路面5万
余平方米，在大街小巷安装路灯800
余盏，种植花草植被3000余平方米；
村里建立了环境卫生保持长效管护机
制，围绕交通沿线、村庄街巷、农户庭
院、田间地头四个整治重点区域开展
了彻底整治，有效提高村民生产生活
便利度、居住环境舒适度。

展望未来，更美的乡村画卷徐徐
展开，处处是生机和希望，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