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时节，潞城区潞华街道岭后村
的温室大棚里，西红柿、尖椒等蔬菜陆
续迎来了采摘期，成为市场上抢手的

“香饽饽”。近年来，岭后村因地制宜，
在大棚经济上做足文章，大力发展高
产、高效、优质的果蔬产业，不断完善配
套设施建设，实现大棚经济效益最大
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走进蔬菜种植大棚里，一片绿意
盎然，饱满圆润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犹
如一个个红灯笼，散发着诱人的光
泽。种植大户王广胜穿梭其间，熟练
地采摘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据王广胜介绍，现在大棚每天能产600
余斤西红柿，超市直接订货，西红柿销
路根本不愁。

果蔬销出去，品牌树牢固。王广胜
经营着两座蔬菜大棚，种着黄瓜、西红
柿和草莓，错峰上市，每亩地一次收入
可达5万元。由于这些果蔬都是纯绿
色有机作物，吃起来口感好，也吸引了
很多市民前来采摘。

申杨林是这里的常客之一。他说：
“我经常过来采摘草莓，这里的草莓又

甜又好吃，这次过来还采摘了一些西红
柿，尝了尝，特别沙。”

从传统的大田作业转变为现在的
大棚种植，带来的不仅是种植环境的改
善，更是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如今，
反季节栽培、错峰上市的产品价格优势
明显，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看到了
信心。

岭后村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引导、
鼓励农户发展设施农业，把大棚经济作
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关键
点，让更多的果蔬产品实现了反季化，
将“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目前，该
村的蔬菜大棚已经从2019年的1座发
展到现在的17座。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
群众。如今，岭后村的大棚蔬菜正以蓬
勃之势，撑起村民的致富伞，一座座大
棚真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
盆”，小小的村庄也变得热火朝天，期待
满满。

潞华街道岭后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杨雪刚表示，岭后村今后将
以绿色大棚蔬菜为核心，大力发展蔬

菜水果产业，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渠
道，依托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从技术
革新、市场拓展、产业融合三个方面发
力，不断把大棚经济打造成壮大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发展乡村

旅游，建设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挖掘农耕
文化，打造“共享田园”融合发展，形成集
采摘体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农业工业
观光园，增加村民收入，让大棚经济成为
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大好
时节。日前，在上党区苏店镇
的元生农机专业合作社，一派
繁忙景象。农机手们穿梭在各
型农机具之间，熟练对每一台
设备进行细致检修与全面维
护。从旋耕机到残膜回收机，
再到拖拉机，对每一个零部件
进行逐一严格检查，每一处细
节都不放过，确保这些农机具
在春耕生产中安全稳定、高效
运转。

春耕备耕，农机必须先
行。“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提
前对所有农机具进行日常维
护和保养，这几天集中精力检
修旋耕机、残膜回收机、拖拉
机等。现在预约旋地的农户
很多，大面积旋地工作已经陆
续展开，残膜回收也刻不容
缓，所以这些机械必须全部维
修保养到位。”农机手张志丹
一边忙碌着手中的工作，一边
介绍。据了解，检修旋耕机大
约需要一天时间，传动轴、刀
轴、轴承等关键部位都要进行
深度检修。

元生农机专业合作社自
2010年成立以来，历经10余年
的稳健发展，已然成为当地农业
领域的中流砥柱。目前，该合作
社已成功流转土地1000亩，托
管土地600亩，拥有旋耕机、拖
拉机、播种机、收割机等一应俱
全的各类农机具，是当地规模较

大、实力较强的农机合作社之
一。在今年召开的上党区委经
济工作会议上，元生农机专业合
作社更是凭借突出的发展成果，
荣获转型发展示范项目称号。

农机上新，春耕更有“底
气”。今年，该合作社新购置了
2台播种机，引进了“一免五增”
艺机一体化种植技术，为农业
生产注入全新动力。“我们今年
计划用‘一免五增’技术在近
200亩土地上开展试验，同时
还将在这里试点应用其他新品
种、新机器。”合作社负责人张
元生满怀期待地说：“一免五
增”技术，即免耕播种，增加秸
秆还田、增加有机肥施用、增加
深松、增加镇压、增加保墒五项
技术措施，能够有效改良土壤
结构，提高土壤肥力，减少水土
流失，实现农业节本增效。

“去年我们引进的玉米和
大豆一次除草新模式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今年我们打算开展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还计
划购置一架无人机，用于农药
喷洒和植保工作，进一步提高
作业效率。”谈及今年的发展规
划，张元生信心满满。除了紧
锣密鼓地检修机械、购置新设
备、引进新技术，元生农机专业
合作社还早早完成了化肥和种
子等农资产品的订购工作，全方
位为即将到来的春耕生产夯实
基础、做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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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靠天吃饭到棚里致富

春寒料峭，思味源食品加工厂里已是
热气腾腾，这个承载着武乡县石北乡圪咀
头村村民增收希望的村集体经济项目，正
以饱满的热情和十足的干劲，开启今年的
奋斗新征程。

晨光漫过贴着福字的玻璃窗，50平方
米的手工车间已氤氲在麦香里。枣木案板
前，系着围裙的妇女们手腕翻飞，制作面剂
子机器的轰鸣声与银制托盘的磕碰声交织
成独特的晨光曲。员工郝巧花捏起一撮面
团，拇指在中央旋出窝，随即舀入勺豆沙，
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圆润的豆包就被精
心制作出来，摆满托盘。

“这加工厂可关系着咱村的收入呢！”
郝巧花笑着说，自从面厂建成，她就成了这
里的员工，每月稳定的收入让一家人的生
活有了保障。像郝巧花这样在家门口就业
的村民还有很多，面厂不仅解决了村里剩
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为村民增收拓宽
了渠道。

思味源食品加工厂成立于 2022 年，

是支村两委积极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
新路径的成果。当初，为了让这个项目
落地生根，支村两委班子成员四处考察、
学习，从设备引进、技术培训到市场开拓，
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经过不懈努力，
食品厂终于顺利投产，生产的馒头、水饺
等产品凭借优良的品质，逐渐打开了市
场，不仅在附近乡镇热销，还远销到周边
县区。

如今，这个项目带动30余名剩余劳动
力就近务工就业，为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
村民人均月收入达2000余元，蹚出一条

“农户跟着集体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食
品加工产业振兴之路。

“今年过年期间，我们还创新推出红烧
肉、丸子礼盒，仅红烧肉礼盒就卖出600多
套。”圪咀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郝
彦飞站在蒸笼前，蒸腾的热气也挡不住他
脸上的笑意，“今后我们将继续研究新产
品、提升食品口感、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
不同类型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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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检修维护正酣
春耕生产动力满格

本报记者 郭嘉 通讯员 郭雯雯

武乡县石北乡圪咀头村

春早人勤抓生产 村企同心促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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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采收西红柿。

员工将豆包摆满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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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城区潞华街道岭后村特色产业助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