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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只有全民脱贫，成果

共享，才是真正的小康。围绕这

个目标，古绛镇因村施策、因户

施策，精准发力。在产业脱贫方

面，下高池村今年流转 28 亩地，

新建的 18 个蔬菜大棚全是 18

户贫困户种植。西吴村樱桃种植

项目，帮扶 3 户贫困户种植了

10 亩大粒樱桃。西乔村有 3 户

贫困户参与了早熟葡萄种植，1

户参与大棚韭菜种植。同时镇党

委、政府依托资源条件，找准产

业定位，引导扶持 350 户 1100

余人贫困对象发展山楂、樱桃、

中药材、设施农业等特色产业，

努力扩大总量、提高质量、增加

效益，真正使农业产业成为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的主渠道。加快实

施电商扶贫计划，把农村电子商

务、供销基层组织与精准脱贫紧

密结合起来，引导贫困群众参与

农产品网上销售。大力培育产业

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鼓励

贫困对象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或利用承包地、精准扶贫

贷款参社入股等方式分享经营

收益，加快脱贫步伐。积极整合

培训资源，对贫困群众进行技能

培训，帮助贫困群众“拔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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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绛镇是县治所在地，辖区

面积 137.5 平方公里，下辖 53

个行政村、3 个社区居委会和 64

个党支部。古绛镇党委、政府把

古绛的发展放在“两乡五区”大

盘子中去思考，来定位，确立了

“四个重点、六个园区”全年主要

发展目标，四个重点即全力以赴

地服务好、保障好县委、县政府

主抓的五个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兰州光伏发电、“一场五馆”

等四个重点项目；“六园区”即申

王坡村大粒樱桃示范园区，北杨

村山楂园艺管理示范园区，下高

池村大棚蔬菜示范园区，西荆村

2000 亩光伏设施农业示范园

区，北牛村 2200 亩道地中药材

示范园区，郝家窑文化旅游示范

园区。

古绛镇党委、政府结合目

标任务与各村“两委”承诺，将

山楂、樱桃、蔬菜等各项农产品

项目细化量化，将 15000 亩的

樱桃种植任务分配给申王坡、

西吴、峪南等气候适宜且意向

明确的村子，西吴村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发展模式，与

山西宇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种植 200 亩樱桃。将大棚蔬

菜任务分配到郝家窑、下高、西

乔等已有基础的村子，西乔村

借助元宵节联欢会的欢乐氛

围，举办了与山西亮建蔬菜专

业种植合作社携手产业化开发

葡萄、蔬菜种植项目的签约仪

式，计划今年种植 50 亩早熟葡

萄、新建 30 个韭菜大棚；下高

池村在原有 100 亩地、51 个蔬

菜大棚的基础上，再流转 28 亩

土地，新建 18 个高标准大棚。

将中药材任务分配给西山、东

仇、北仇、北步、北牛等具有地

理优势的村子，其中，北牛计划

新增 1000 亩，北步 700 亩，西

山 500 亩。要求各村制定详细

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

各个项目、各项工作的推进时

间、工作任务和预期目标。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原

始的窑洞村落和传统的生活方

式渐行渐远，源远流长的窑洞村

落民俗传统受到严重挑战，从而

引发人们对窑洞文化旅游和保

护传统民俗的思考，古绛镇以此

为契机，聘请北京大地风景国际

咨询集团进行产业定位、规化设

计，采用“农旅双链”模式，大力

推出郝家窑乡村旅游亮点项目，

依托优美的村落自然环境和浓

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修葺翻新废

弃的旧窑院，建造民俗文化展示

中心、青少年农耕文化教育基

地、植物迷宫、儿童游乐场、半亩

园、农家乐等项目，逐步为郝家

窑村打造出一条集学习、餐饮、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产

业链，实现旅游和现代农业的互

促并进。

突出经济工作亮点 打造古绛形象“靓名片”

围绕扶贫精准发力 实现小康社会“满园春”

县委书记王宏伟在山西龙舟机械输送机制有限公司调研 县委副书记、县长薛玉马视察郝家窑村地窨院建设情况

古绛镇党委书记徐凌杰向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薛俊辉汇报党建工作

古绛镇镇长王宏在诚信化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传达学习全县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西乔葡萄种植园区施工如火如荼
申王坡樱桃种植初具规模

沟塄村铺设下水管道，积极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

西吴村大樱桃地标基地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