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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的一项重大决策。近年来，“千万工程”
经验在我市乡村不断被吸收、被丰富，全
市上下对标更高、聚焦更好、锚定更优，
统筹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水平，共同描绘令人向往的乡村未
来。

初冬时节的云中大地，一项项农业
数据振奋人心，一个个涉农项目加速推
进，一座座美丽乡村焕发新颜……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生动实践正在百
花齐放，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正在加速
推进。

近年来，我市在全省学习践行“千万

工程”经验上努力打头阵、当先锋、作示
范。市委、市政府以市委一号文件出台

《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
施意见》，配套出台建设和美乡村、推进
农业赛道提速提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组建六大工作专班，牵头推进落实重点
任务。

“千万工程”的实施离不开资金的支
持。今年，我市争取中央、省级资金 9.5
亿元，市级配套 3.56亿元，创新性开展竞
争性分配，形成奖优促干鲜明导向，撬动
发展产业项目 1071个。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最关键
的是扭住产业发展这个“牛鼻子”。近年

来，我市锚定省委赋予大同“融入京津
冀、打造桥头堡”重大使命和我市“奋斗
两个五年、跨入第一方阵”总目标，全面
聚焦“6+2”农业赛道，构建起多种特色
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日前，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今年粮食喜
获丰收，全市粮食总产量预计突破 26亿
斤，实现“十五连丰”。

和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是基础。我
市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学习践行“千
万工程”经验的“先手棋”，坚持全域统筹、
系统谋划，于细微处下真功夫，持续推进
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美化、公共服务
优化，力争打好乡村振兴“漂亮仗”。

今年，我市全力打造 30个精品示范

村、270 个提档升级村，常态化环境整治
覆盖所有村；32 个乡村振兴“千万工程”
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0.15亿元；新改
造农村户厕 1100 座，配置农村生活垃圾
收运处置中转站 120 座，垃圾收运体系
覆盖率达 100%……

好环境会“说话”，不光引来了好项
目，还带火了乡村游。如今，在我市县
区、乡镇，一个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和美乡
村不断涌现：平城区小石子、天镇县李二
口、阳高县镇边堡、云州区忘忧小镇……
一处处“好风景”为农民群众带来了“好
光景”。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10729元，增速 7.7%，全
省排名第一。

走进位于云州区周士庄镇的大同
市天佑禽业股份有限公司蛋鸡养殖扩
建项目施工现场，一栋栋崭新的现代化
蛋鸡舍钢架棚拔地而起，6 列 8 层的高
标准养殖设施整齐有序排列，自动饲
喂、温控、通风、捡蛋、清粪等智慧化设
备一应俱全。

“目前，蛋鸡养殖扩建项目建设进
度 已 完 成 约 36%，累 计 投 资 达 4300 余
万元，新建成的 3 栋标准化蛋鸡舍已投
产运营，单栋新增蛋鸡存栏 11 万羽。”
该公司董事长杨建平说，今年开始实
施的新增 110 万羽蛋鸡扩建项目，预计
总投资 1.2 亿元，分两年建设 10 座高度
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全
自动养殖鸡舍，每栋存栏蛋鸡 11 万羽，
共计存栏蛋鸡 110 万羽。新增项目建
成 后 ，该 公 司 存 栏 蛋 鸡 将 达 到 160 万
羽，年提供优质商品蛋 3000 万公斤，年
销 售 收 入 预 计 达 2.4 亿 元 。 成 立 于
2011 年的大同市天佑禽业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蛋鸡培育饲养及销售，全
价 饲 料 、浓 缩 饲 料 、预 混 料 生 产 及 销
售，饲料原料贸易及技术服务于一体
的专业化、规模化禽业公司。杨建平
告诉记者，该公司引进国内一流的养

殖设备及生产技术，建成全封闭标准
化 蛋 鸡 舍 10 栋 ，年 存 栏 蛋 鸡 50 万 羽 ，
产品远销京、津、晋、冀、内蒙古等地。
同时，建成时产 20 吨全价饲料和时产
10 吨预混合饲料饲料厂 1 个、存储鲜蛋
1000 吨的保鲜蛋库 1 座，有机肥生产车
间 2 座、全自动有机肥生产线 2 套，年
生产有机肥 1 万吨。

作为全省“百村千企项目企业”、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市级优秀民营企业，
该公司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采
取“公司+农户”模式为农户培育鸡苗，
提供优质种苗、饲养管理、防疫免疫技
术等服务，并统一回收鸡蛋，形成了“龙
头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规模
化生产经营格局，直接带动 150 余人脱
贫致富，年增加脱贫户收入 60 余万元，
带动周边 13个村发展起养鸡产业。

“明年我们计划投资 2.15 亿元启动
屠宰和鸡蛋深加工项目。届时，将构建
起涵盖雏鸡孵化、蛋鸡养殖、鲜蛋销售、

蛋品加工、变粪为肥、玉米种植、饲料制
备及淘汰鸡屠宰的闭环产业链，初步形

成‘蛋鸡—有机肥—玉米种植’循环农
业模式。”杨建平说。

初冬时节，走进位于火山脚下的云
州区西坪镇贺店村，干净整洁的街巷融
入现代乡村创意设计，石头堆砌的拱
门、质朴的农村院落，留存着村庄最初、
最自然的肌理，散发着古朴的气质。

2021年，云州区委、区政府将贺店村
作为学习践行“千万工程”经验示范村，充
分发挥与火山、昊天寺相邻的地缘优势，
在强化规划引领、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
务水平、加强规范管理等方面持续发力，
打造美丽环境、助推“美丽经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
任务。贺店村下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先手棋”，投资 600 万元对村内 1 条主
干道、23 条巷道及房屋外立面等进行
整体风貌设计改造，完成污水管网、弱
电入地、路面硬化工程，统筹抓好垃圾
治理、污水处理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实，
不仅彻底改变了村庄的环境卫生面貌，
更推动村庄向新、向绿发展。

随着全市文旅市场热度不断升温,
贺店村综合利用黄花、火山群、昊天寺
等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产
业，全力打造具有鲜明火山群特色的

“贺店民宿”乡村品牌，邀请专业团队规
划设计特色民宿，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全面盘活村集体和村民手中闲置房屋
发展特色民宿。

“村庄变得整洁有序，环境美了，基
础设施也完善了，城里人就更愿意到农
村来玩儿。”肖虎再家庭就是该村最先
做起民宿的家庭。11 月 17 日，市妇联
评选出大同市“美丽庭院”202 户、大同
市“美丽庭院特色村”21 个，贺店村相
关负责人和肖虎再家庭作为获奖代表
参加了挂牌仪式。

目前，贺店村建成运营特色民宿 5
家，在建民宿 8 家，旅游业从业人员 50
余人，旅游业直接收入近 120 万元，村
民人均增收 2600 余元，实现了农民致
富、集体增收。

“村子建设得越来越美，我们的日
子也越过越好啦。”金家湾村村民自豪
地向记者介绍村子的大变化。平城区

最北端的金家湾村，曾是默默无闻的小
村庄，运用“千万工程”好做法好经验，
如今，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在这里，基

础设施显著改善，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无不让人感受到乡
村振兴的强劲脉搏。

记者走进金家湾村，新修的道路如
黑色的绸带穿村而过，道路两旁的树
木、花坛排列有序。沿着道路前行，只
见车辆穿梭、人来人往，一派繁忙而有
序的景象。在村庄中心，一处崭新的文
化活动广场映入眼帘。广场宽阔平坦，
两旁松林挺立，健身器材、休息凉亭等
设施一应俱全，村民在这里或健身锻
炼、或休闲娱乐、或聊天话家常，随处可
见和谐美景。

新 建 的 公 共 浴 室 设 施 齐 全 、环 境
整 洁 ，为 村 民 提 供 了 健 康 生 活 保 障 。

“以前村里没有浴室，在家里洗澡不方
便。如今有了这座浴室，随时可来洗
澡、放松身心，特别方便我们老年人。”
记者看到许多村民拿着毛巾和洗漱用
品前往公共浴室洗澡，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金家湾村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从解决农村“脏乱散差”为起点逐
步推进，修建平坦的乡村道路、建设公共
浴室和文化广场、开展户厕改造和煤改
电清洁取暖、新建污水处理站等，多措并
举、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在产业发展浪潮中，金家湾村同样

写就了乡村振兴新篇章。在这里，特色
种植业与养殖业蓬勃发展。依托农业
专业合作社的强劲动力，金家湾村精心
种植了黑小米、贝贝瓜、小白甜糯玉米
等特色农产品，不仅丰富了市场供应，
更解决了 15 名临时就业人员的燃眉之
急，人均收入增加约 2000 元。与此同
时，2000 余只海兰白、海兰灰品种鸡仔
在该村“安家落户”，日产蛋 120 余斤，为
6 名临时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人均
收入增加 5000 元。

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上，
金家湾村同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该
村充分挖掘乡村田园特色优势，精心打
造 农 耕 园 提 升 项 目 ，通 过“ 农 业 + 旅
游”“农业+文化”“农业+研学”等多元
化 模 式 ，深 度 开 发 农 村 文 化 特 色 产
品 。 7 处 特 色 民 宿的落成更是为游客
提供了了解乡村文化、体验乡村生活的
绝佳平台。

在基层治理方面，金家湾村严格按
照“一总六长十员”机制和“横纵分巷、
管理到人”原则推进网格化管理工作，
通过分片管理、责任推动等方式，确保
村庄安全稳定。同时，该村坚持以党建
为引领，按照“小村庄也要有大文化”的
思路，依托乡村大舞台和系列文艺活
动，成功举办十余场文艺晚会。这些活
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家
湾村文化”。

“新娘低头看着捧花，新郎抬头看
我。”11月 22日，在云州区许堡乡于家寨
村，一对新人在摄影师指导下拍摄婚纱
照。他们身后，初冬的阳光闪烁在桑干湖
上，碧蓝的湖水和远处连绵的山峦如诗如
画。“从夏天到冬天，只要天气好，来拍照
的人可多了。今年村里又新建起了云中
漫步乡村度假区，一到周末、假期，全是来
采景、露营、垂钓、野炊的人。”于家寨村村
民对这样的情景习以为常。

于家寨村拥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丰
富的地质遗迹和深厚的人文历史。近
年来，火山地貌、地震遗址、玄武岩石头
窑洞等景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于家寨村实施乡

村振兴整村风貌提升项目，整治旧宅院
落 10个，配套建设供电、给排水、采暖及
相关生活设施设备和公用辅助设施，围
绕“健康、养老、养生、研学、旅游、艺术
创作”六大主题，倾力打造综合性乡村
旅游目的地，让“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 得 住 乡 愁 ”的 如 诗 意 境 跃 然 呈 现 。
2022年，于家寨村被确定为山西省乡村
旅游示范村；2023年被评定为全国第三
批三星级地质文化村；2024年被省文旅
厅评为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随着各类配套项目不断落地，不仅
让于家寨村村民重新拾起了对家乡发
展的资源自信、生态自信、文化自信，也
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千万工程”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本报记者 苑捷

金家湾村：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宋芳 见习记者 郭凡

于家寨村：“千万工程”
引 领 乡 村 旅 游 蝶 变

本报记者 申力

“小蛋鸡”成就乡村振兴“大产业”
本报记者 苑捷

图为平城区金家湾村干净整洁的街道。

图为大同市天佑禽业股份有限公司。

贺店村：“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韩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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