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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行走在古县的山川丘陵、涧河沿岸，处处是
粮田肥沃、果树丰茂、产业兴旺的大美图景。

在三合镇高城村胡洼组的高标准农田里，绿油油的麦
苗破土而出，铺满了一块块平整的农田；在旧县镇的西庄核
桃基地，一排排核桃树刚刚完成修剪，树下的柴胡等中药材
长势正好；在北平镇阴家山的蔬菜基地，大棚里一棵棵大白
菜饱满紧实，已经进入收获期；在三合镇石壁村，一个个小
院里的“庭院经济”有声有色……

今年以来，古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链”
式思维、融合理念，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推动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将“农业丰产、农民丰收、农村美丽”的“愿
景图”变为了“实景图”。

稳粮保供，耕耘万亩金黄

三座储量300立方米的蓄水池分布在塬顶，支撑起千亩
良田灌溉，依山而下的缓坡被修成大面积的梯田，两米多宽
的田间道路盘旋其中，串联起一块块田地。

这里是古县三合镇高城村胡洼组，高标准农田里或是
长势茂盛的冬小麦，如同铺在塬顶的一块块绿色地毯；或是
玉米收获后留下的秸秆，随风作响，仿佛演绎丰收的欢歌。

“多亏了这些灌溉设施，今年的玉米亩产量在1500斤以
上，基本没有受到旱情的影响。”高城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
副主任范振忠说，“眼前这片塬顶上就有高标准农田600余
亩，田间路够宽，土地也平整，非常适合农机作业，再加上完
善的灌溉设施，粮食的产量完全没问题。”

古县把粮食稳产保供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保面积、提单
产、强农机、推农技，积极落实国家补贴政策，实施粮食作物
保险，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今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达
25.7万亩。

“我们落实各项惠农政策，积极用好玉米有机旱作、农
业生产托管、秸秆综合利用、小麦‘一喷三防’等各项涉农资
金。在国家政策补贴的基础上进行了‘再补贴’。”古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李云鹏介绍，古县将粮食生产补贴列入“15+15”
民生实事清单，在国家补贴基础上，对小麦、油料、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清种大豆（净作大豆）每亩再补助100元，激
发农户种粮积极性。

为减轻干旱对农作物生长影响，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
效率，古县农业农村局对县域范围内所有农田水利灌溉设
施进行了排查修复，建立了管护队伍和制度，保障农田水利
设施长效运营。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灌溉方式，建设了节水
灌溉技术示范区，实施灌溉用电50%补贴，实现了亩均节水
30%、增产30%的良好效果，调动了广大农民节水灌溉的积
极性，全县节水灌溉面积增加至1万余亩。

在抓耕地保护方面，古县持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
度，确保建一块、成一块、护一块，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14.8万亩，鼓励村集体、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土
地流转、农业生产托管等方式解决撂荒弃耕、耕地闲置等问
题；在抓单产提升方面，古县健全完善政策、补贴、保险“三
位一体”保障体系，开展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建设品种、
肥料、农机具、地膜覆盖、节水灌溉5种对比实验基地，逐步
实现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集成融合；在田间
管理方面，古县积极开展苗情、墒情、病虫害监测调查，组建
技术服务队12支，及时研判气象灾害天气变化，切实做好低
温雨雪、“倒春寒”等天气灾害防范工作。

聚焦“特优”，产业前景兴旺

一排排枝干粗壮的核桃树由近及远，整齐排列，一眼望
不到头，株距之间，长势良好的北柴胡铺满整片空地，与高
大的核桃树构成立体间作、高低互补的农业图景。

这里是古县旧县镇的西庄核桃基地，6200余株核桃树
生长在数百亩的塬面上、梯田上，规模宏大，蔚为壮观。

“这里实现了‘核桃+中药材+中蜂’的有机旱作、立体间
作、复合生态系统建设，不仅发展了林下北柴胡、黄芩、知
母、丹参等9种中药材，到每年天气回暖时还发展中蜂养殖
200余箱，亩均纯收益达到 6000元以上。”古县农业农村局
土壤肥料站站长王斌介绍。

古县是全省三大核桃传统产区之一，有“核桃之乡”的
美誉，是国务院确立的“高产优质高效核桃示范基地县”和

“干果经济林之乡”，全县共种植核桃树 230万株，年产量
6000余吨，总产值 1.15亿元，境内树龄百年以上古树 3万
余株。

古县坚持聚焦做强特色农业，在实施“特”“优”战略上
持续用力，通过构建“核桃+中药材+中蜂”有机旱作、立体间
作、复合生态特色产业发展布局以及“三业三区”地域发展
总体布局（北部冷凉蔬菜、中部设施农业、南部露地瓜果产
业），大力培育以核桃、中药材、中蜂为主，旱作杂粮、设施果
蔬、天然山珍为辅，以及椴木木耳、豆角、辣椒、西红柿等多
点开花、全面发展的特色农业产业。

“县委、县政府按照‘抓管理、提质增效，抓加工、打造品
牌’的工作思路，全力推进核桃产业化步伐，建设了13个标
准化示范园区，形成了新树区、中龄树区、老龄树区梯度发
展的新格局。”李云鹏介绍，古县全力推进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稳步实施核桃综合管护，积极推进核桃高接换
优、品种更新。

走进古县古树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枚枚核桃
跟随生产线进入清洗、脱皮、烘烤、覆味等不同的工序，成为
各种包装、各种口味的精制核桃仁。

古县古树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现代化核桃食品深加工企业，是古县培育的省级
龙头企业。目前已经研发出3大类39种产品，建成7条生产
线，每年可加工核桃仁500吨，年产值可达6000万元，“古岳
古树”的品牌十分响亮，产品被评为“有机旱作·晋品”“圳
品”，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古县依托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北柴胡、黄
芩、远志、酸枣等道地药材种植，通过“科研院校+龙头企业+
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道地中药材 5万
亩，建成5个标准化示范基地。同时不断健全完善扶持政策
体系，稳步推进中药材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目
前，古县作为优质连翘产地和集散地，年交易量约占全国市
场的四分之一，总产值达2.4亿元。

小杂粮产业提质增效方面，古县建设了 4个千亩优质
谷子示范基地，带动全县发展以谷子、高粱为主的优质杂
粮 3.5万亩，培育杂粮加工种植企业 10余家；中蜂养殖方
面，古县通过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动，建成17个中蜂养殖基
地，发展中蜂 6000余箱，蜂蜜产能达到 100余吨，产值达到
1000余万元。

从漫山遍野的核桃树到遍及全县的中药材，再从一个
个蔬菜大棚到一个个中蜂养殖基地，

古县的特优农业呈现出花开满园的喜人景象。2024年，古县
稳定发展蔬菜1.3万亩，连翘酸枣育苗基地2个，智慧农业基
地8个，猪牛羊出栏率年均增长10%以上。

培弱育强，乡村宜居宜业

初冬的阳光穿过大棚覆膜，将温暖带给大棚里的农作
物。一人多高的豆角藤蔓密密麻麻，铺满整个大棚。青嫩的
豆角掩映在绿叶中，即将收获。

“这是我们石壁村蔬菜基地的 2号大棚，是 4座大棚里
占地最多的一座。豆角一茬接着一茬采摘，一直能到春节前
夕。我们预计，仅这一座大棚的产量就能达到1.2万斤，为村
集体带来4万余元的毛收入。”三合镇石壁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孙宝海介绍。

石壁村的蔬菜基地只是古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的一个缩影，从三合镇高城村的中蜂养殖基地到旧县镇并
侯村的鲜核桃基地，再从古阳镇相力村的木耳基地到北平
镇的肉牛养殖基地，全县的村集体经济百花齐放，不断壮
大，各项特色产业正逐渐向规模化、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
发展，村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50%以上。各类
新型经营主体稳健发展，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经营能力不断增强，联农带农机制逐步完善成熟，群众
增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进一步拓宽发展空间，古县创新发展了一批五村联
建设施农业、十四村联建农机项目、多村融合乡村旅游、两
区商贸农贸服务等利民惠民产业项目，实现党支部建在产
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

在岳阳镇辛庄村，村广场一侧建起了“小游园”“微景
观”，近百株造型树和上千株鸢尾月季在阳光沐浴下茁壮成
长，景观宜人、适合休闲，让村民享受到身边的“口袋公园”。

古县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措，统筹资源、集中资金、完善政策，加快提升乡村基础服务
水平和人居环境质量，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引导群众自主
发展种养庭院小产业，拓宽稳定创收增收渠道；以厕所革
命、污水治理、垃圾整治“三大革命”和农村人居环境“五清
一改”为重点，推进乡村面貌焕新颜展新貌谱新篇，乡村环
卫、道路、饮水等重点设施全部专人负责、专项管护，农村人
居环境不断改善。

古县聚焦乡村长效发展、特色发展要求，明确建设目
标、稳步有序实施规划任务，今年重点打造了“千万工程”三
合农林文旅康融合示范带，在牡丹文化旅游景区旅游公路
沿线六村布局人才培训、亲水休闲、特色产业、研学教育等
业态，实现以农促旅、以旅带农、农旅融合；将全县村庄按照
精品示范村、提档升级村、环境整治村进行分类，因村施策、
因地制宜，按照“一村一景、一村一韵”格局塑造美丽乡村新
风貌，不断升级乡村颜值气质；深度实施一大批农村惠民工
程，用活用好衔接资金支持农村小型公益事业，有力支撑乡
村公用服务设施建设。

在建设宜居宜业乡村的同时，古县深化积分制、清单
制、数字化、网格化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推进乡村治理，
并依托“春风行动”“零工市场”“雨露计划”等载体，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如今的古岳大地，田畴沃野间
一派“丰”年景象，一项项特色产业在茁壮成长，一个个美丽

村庄更和美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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