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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老区武乡的石磨面粉来自老区武乡的石磨面粉，，保留传统保留传统
石磨工艺石磨工艺，，最大程度保留了麦胚的香味和多最大程度保留了麦胚的香味和多
种营养物质种营养物质，，做出来的馒头做出来的馒头、、面条麦香十足面条麦香十足，，
喜欢吃面食的小伙伴赶紧下单了喜欢吃面食的小伙伴赶紧下单了！！””66月月1313
日日，，在抖音在抖音““与辉同行与辉同行””直播间直播间，，主播正在为主播正在为
网友们详细介绍石磨面粉网友们详细介绍石磨面粉，，一场直播下来一场直播下来，，
观看人数高达观看人数高达55万人次万人次。。

走进武乡县监漳镇监漳村的三里湾种走进武乡县监漳镇监漳村的三里湾种
植专业合作社植专业合作社，，一条一条““六盘连动六盘连动””的石磨面粉的石磨面粉
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作着生产线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工人们正分装打工人们正分装打
包包，，发往全国发往全国。。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暴永清一边指导工人工作长暴永清一边指导工人工作，，一边查看手机一边查看手机
直播间的销售情况直播间的销售情况。。另一边另一边，，客服小石坐在客服小石坐在
电脑前电脑前，，耐心地回复每位顾客的消息耐心地回复每位顾客的消息，，随着随着
电脑发出的电脑发出的““嘀嘀嘀嘀””声声，，打印机里不停地吐出打印机里不停地吐出
快递面单快递面单。。

监漳滩监漳滩，，米粮川米粮川。。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
社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社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以原生态以原生态
旱地红皮小麦为石磨面粉的主要原料旱地红皮小麦为石磨面粉的主要原料，，使用使用
传统石磨工艺传统石磨工艺，，在低温条件下低速研磨在低温条件下低速研磨，，让让

食客品尝到童年的味道食客品尝到童年的味道。。
近年来近年来，，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社坚持三里湾种植专业合作社坚持

““公司公司++合作社合作社++农户农户””的发展模式的发展模式，，开办石开办石
磨面粉加工项目磨面粉加工项目，，注册注册““三里湾三里湾”“”“翻得高翻得高””商商
标标，，全力打造监漳村的特色品牌全力打造监漳村的特色品牌，，构成了种构成了种
植植、、加工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通过抖音通过抖音、、
微信电商平台等渠道拓市场微信电商平台等渠道拓市场、、跑销路跑销路，，有力有力
增强了农产品竞争力增强了农产品竞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促进了农民增产增
收收，，吸纳脱贫户吸纳脱贫户300300多户多户，，户均增收户均增收20002000元元
以上以上。。

““有了专业带货的宣传有了专业带货的宣传，，合作社的产品合作社的产品
销路更广销路更广，，眼前的路更亮堂眼前的路更亮堂，，发展的底气更发展的底气更
足了足了。。””截至下午截至下午66时许时许，，直播间成交量已达直播间成交量已达
11万单万单，，成交数额成交数额1010万元左右万元左右。。看到持续看到持续
攀升的订单数量攀升的订单数量，，暴永清喜不自禁暴永清喜不自禁。。

““酒香也怕巷子深酒香也怕巷子深。。””谈及未来谈及未来，，暴永清暴永清
表示表示，，将进一步优化将进一步优化““线上线上++线下线下””融合销售融合销售
模式模式，，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石磨面让石磨面
粉不仅粉不仅““叫得响叫得响””，，更更““卖得好卖得好””，，助力乡村振助力乡村振
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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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垣县虒亭镇虎口村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潞城区黄牛蹄乡

杨鹏 段婷婷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今年以来，潞城区
黄牛蹄乡精准谋划，深入探索“大棚经济”产业发展模
式，依托联合总社，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建设香菇种植
大棚、土鸡养殖大棚，助力各村级集体经济借势而为，
乘风破浪。

在黄牛蹄乡李庄村的香菇大棚种植基地，一座座
新修建的日光温室大棚整齐划一地排列在田间地头，
10余名村民正有序卸车、分拣，抓紧完成香菇菌棒进
棚上架。大棚内常年保持适宜香菇生长的恒定温度，
棚顶一排排雾化微喷设备为香菇提供最佳湿度，菌棒
放满了出菇架，静候着香菇的破棒而出。

据悉，黄牛蹄乡在“乡级联合总社＋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供销社”产业化经营模式下，通过政策补贴，
由联合总社提供菌棒、种植技术及销售渠道，各村参
与种植和管护，大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确保香菇种
得好、销得出。

近年来，黄牛蹄乡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抓
手，谋划重大项目，整合各块资源，创办黄牛蹄乡股份
经济联合总社，实行“1+20+N”联动模式（“1”是乡级
股份经济联合总社，“20”是20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
社，“N”是高粱、中药材、芦笋、香菇等多种产业，并为
农民统一提供耕、种、防、收全环节服务），保障了稳定
销路和稳定增收，形成“1+1+1>3”的聚合增益效应，
按照“政府主导、集体所有、合作经营、市场运作、民主
管理”的原则，整合资金，融合产业，与各村级合作社联
动发展，充分发挥优势，实施了万亩高粱、冷链仓储等
项目，实现“建设一个基地、带动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群
众”的目标。

整合资源、抱团发展、合作共赢……黄牛蹄乡立
足“万亩高粱”“粮食交易小镇”“文旅融合示范乡”创
建目标，持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结合当前乡
集体经济“抱团发展”经验，着力扬优势、强弱项、补短
板，积极开拓“造血”思维，努力抓好规模种植、精深加
工、市场营销开发三产融合集体产业，不断建链、强
链、补链，切实把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不断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着力推动产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

工人正在打包石磨面粉。

房前屋后绿树成荫、生机盎然。

乡村行乡村行 看振兴看振兴

盛夏，微风轻拂。走进襄
垣县虒亭镇虎口村，乡间道路
平坦宽敞、干净整洁；房前屋
后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农家
小院生机盎然、如诗如画；产
业发展步履铿锵、如火如荼
……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与
村民蒸蒸日上的生活共同绘
就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

人居环境变新颜

虎口村位于后湾水库西
岸，亲水而居、与湖为邻，沿湖
修建的房屋错落有致、鳞次栉
比，与周遭自然美景交相辉映，
一物一景都在展示着这个山水
间的乡村发生的美丽蝶变。

近年来，虎口村作为省级
精品示范村，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把改善人居环境
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
环，在村内栽植各类林木、花卉
20余万株；对全村170户农户
进行户厕改造、新修公厕1座，
推动村庄净化、亮化、美化，努
力实现村容村貌由“点线美”向

“全域美”转变，实现乡村“颜
值”“气质”双提升。

基础设施补短板

虎口村借助国家农村综改
试点试验区契机，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积极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造

供水管网，新建储水池和生活
污水处理站，村民全部实现自
来水供应；新建群众活动广场
和小公园，拓宽村民活动领域；
硬化村内道路3公里、安装路
灯200余盏，让村民“追梦”道
路更加宽敞和明亮；完善提升
村级卫生室建设，提升村民就
医感受。

产业发展开新局

既要美丽乡村，也要产业
振兴。坚持以业为基是“千万
工程”的重要经验。为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虎口村聚焦“农文
商旅”融合，多措并举，依托“房
联社”模式，租用民宅15处，整
合集体房产1800平方米，开展

“襄遇·栖居”湖畔生态民宿项
目；2023年在上级扶持下购入
农机及配套农具，9月，虎口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拓展了农机租

赁业务，涵盖玉米收割机、农用
三轮车、旋耕机等，目前已收入
租赁费5万元；依托良好生态
环境和红官线穿村而过的便利
交通条件发展电商经济，沿湖
修建虎口村电商运营中心，打
造直播基地，有效带动本地特
色农产品销售，预计每年销售
额可达10万元。

“我们以乡村景观化、景观
旅游化、旅游产业化为建设思
路，全面提升了村内基础设施
条件和村容村貌，盘活了乡村
资源，把生态美景变美丽经
济。”虎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赵志刚介绍，他们将继
续促进现有民宿经济、文旅经
济、电商经济、农机经济提质增
效，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让
群众的钱袋子鼓起来，奋力开
创发展新局面，努力实现乡村
美、产业兴、农民富的和美乡村
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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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