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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走进平顺县西沟乡申
家坪村，一片繁忙的景象映入眼帘。村
民们正抢抓农时，热火朝天地起挖潞党
参苗和黄芩苗，进行移栽工作。

平顺县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
特的地理环境，近年来，该县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推动下，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新
路径，找准中药材种植产业作为本地区
的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模式、盘活
闲置资源，让中药材“枝繁叶茂”。

申家坪村是平顺县的一个小村庄，
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村民增
收为出发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
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该地的自然环
境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潞党参、黄芩等
中药材的生长，加之其具有极高的药用
价值和市场需求，通过科学种植技术及
精心管理，小小中草药让村民们实现了

“致富梦”。
中药田里，村民们熟练地使用工

具，将一株株潞党参苗和黄芩苗小心翼
翼地起挖出来，再移栽到新的区域。看
着中药苗长势喜人，大家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以前我们种地收入不高，现
在好了，通过种植中药材，在家门口就
能就业，还增加了收入，日子越过越有
滋味。”村民张阿姨说。

平顺县在中药材种植方面取得的
成效，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

导。政府通过提供技术培训、资金扶
持等措施，帮助村民提高种植水平，扩
大种植规模。同时，还积极与企业合
作，搭建销售平台，确保中药材的销售
渠道畅通无阻，让村民们种得放心、卖
得安心。

平顺县始终把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来
抓，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围绕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上党中药材专业镇
建设，不断提高中药材产业科技含金
量，以全产业链布局助推中药材规模
化、现代化发展，进一步擦亮叫响“平顺
中药材”金字招牌，以产业振兴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此外，平顺县还与北京大学元培
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中医科学
院等知名高校院所签订校地合作协
议，研发潞党参口服液等系列产品4大
类26种，建成1个农产品综合检验检
测中心、11 个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站，建设覆盖育苗、采收、加工等8个
环节的数字全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
系，全面构建起中药材产业发展的

“四梁八柱”。
中药材种植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

济收益，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
撑，还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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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中药材 开出“致富方”
平顺县西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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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赶农村大集 享沁源民俗”农
产品展销会在沁源县聪子峪乡举办，各
类农产品应有尽有。其中，花馍、“花坡
牛肉”等格外引人注目。

张清娥是聪子峪乡远近闻名的“花
馍能手”，只见她揉、搓、擀、剪、切，一块
普通的面团，在她一系列的熟练操作下，
瞬间变成了各种灵动逼真、栩栩如生的
造型。

张清娥说：“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打
小就喜欢做花馍，一次我有幸参加了乡
里举办的培训，感受到了面塑的艺术魅
力，更加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
去。花馍不仅是一种手工艺品，更是文
化和情感的表达。”

“我正在做12岁生日项圈馍，前几
天一位顾客预订的。”张清娥介绍说，“桃
榴佛手”寓意多子多福、“蛤蟆抱砖”寓意
子孙生活富足、“蛇盘兔”寓意家庭和谐
美满……五颜六色的花馍，都是从瓜果
蔬菜中提取的“色彩”，包括胡萝卜汁、南
瓜汁、菠菜汁、红曲米等，绿色天然营养
健康。

经过一阵忙碌后，一个造型精致的
项圈馍就做好了。添水、上蒸笼，张清娥
将色彩鲜艳的花馍放进蒸锅里。30分钟
后，热气腾腾的生日花馍出锅了，散发出
浓浓的小麦香气。精美的花馍不仅象征
着吉祥如意、平安幸福，也“蒸”出了人们
满满的幸福感。张清娥闲暇时，还会手
把手地教周边村民捏花馍，不仅实现了
自己的人生价值，还带动了村里更多人
靠双手增收致富。

走进“花坡牛肉”养殖加工基地，远

远便能听到一阵阵牛叫声，一排排整洁
干净的牛舍映入眼帘，一头头膘肥体壮、
毛色发亮的牛儿正悠闲地吃着饲料。

聚信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聪子峪
乡发展牛产业的龙头企业，位于该乡聪
子峪村东南，占地面积80余亩，现有牛舍
1万多平方米，草料棚1000多平方米，苜
蓿草种植1000余亩，现存栏牛头数约
1100头。

除了养殖基地外，公司还配套建设
了蒸煮车间、冷冻库、成品库等基础设
施。为实现循环产业发展，满足消费者
对牛肉的高端化、多元化需求，经多方考
察，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延伸产业链，从
简单肉牛育肥项目，进一步发展为肉制
品加工，年加工牛肉400余吨。

在公司的加工基地，“全副武装”的
工作人员身着隔离服、佩戴口罩，正在生
产线上有序工作，通过多道程序，制成各
类牛肉产品。

目前，公司逐渐探索出一条集养殖、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前端，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收
购农户的肉牛或者购买小牛让农户代
养；中端，持续推进牛副产品精深加工，
开发具有特色的生鲜产品、熟化产品、预
制食品等；末端，通过直播带货、开办实
体店铺等形式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实
现商品的直接销售和推广，不断扩大

“花坡牛肉”的品牌影响力。
“蒸蒸日上”的各色花馍，“牛气冲

天”的“花坡牛肉”，这些富有乡土气息的
特色农产品，不仅让群众增收致富，更为
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新动能。

近日，潞城区辛安泉镇古城村的红薯喜获丰收，该村共种植红薯
1000余亩，年产400万斤，除直接供应超市外，还通过村集体的红薯加工
车间加工成纯红薯粉条进行销售。今年以来，仅红薯产业就为村级集体
经济增收50万元。 王晓强 摄

连日来，长子县园林服务中心秉持“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原则，
抢抓秋季补植黄金期，积极组织人力对西环路防护林进行补植补栽，提
升园林景观整体效果，营造优美、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杨林陆 摄

沁源县聪子峪乡

做优“土特产”端起“金饭碗”
贺志敏

村民们抢抓农时，移栽中药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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