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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册峪红叶谷

一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卫庄镇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县委提出的“两乡五区”建设的发展思路，牢牢把握和谐稳定大局，努力推进“四个卫庄”建设，全镇上下

呈现出经济健康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态势。

卫庄镇党委、政府充分结合卫庄实际，努力发掘自身优势，制定了将卫庄建设成为新型工业大镇、文化旅游名镇、现代农业特色镇、生态环

境优美镇的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卫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卫庄镇结合各村实际，拓宽发展

思路，制定集体经济发展规划，探索规

模化种植，打造了十个百亩种植园。目

前，全镇 14 个行政村集体经济已全部

破零，收入达 1 万元的村占 78.6%，达

5 万元的村占 50%。张上村成为全县

集体经济收入最多的村，睢村、后峪分

别被确定为市级、县级试点村。

卫庄镇是一个山区镇，80%的土地

面积是山地、林地，耕地面积小，农业

规模不大，但特色突出，基本形成了以

张上村为主的百亩牡丹园、以韩庄村

为主的草莓种植、以下村和任村为主

的山楂种植、以雎村为主的苹果种植、

以里册峪为主的生态牛羊养殖，“一村

一品”的特色农业初显成效。2017 年在

雎村更新新品种矮化苹果 150 亩，发

展中药材种植 130 亩，在下村建成 400

亩山楂园，在张上村流转土地 200 亩，

栽植牡丹 7 万余株，在任村带动 19 户

贫困户建成 130 亩花椒种植园。同时

积极扶持专业合作社建设，充分发挥

合作社作用，采取“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为农业生产销售提供便

利。

卫庄镇是我县传统的工业聚集

区，以炭黑、冶金、铸造、机械加工为主

的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工业经济

蓬勃发展。依托开发区的工业聚集优

势，引进了投资 100 万元的山西源之

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饮用水生产项

目，占地 10 亩，已投入生产；结合乡村

旅游，引进投资 80 万元的田园农家乐

一家，客人络绎不绝；引进农业资本

78 万元，在雎村发展中药材种植 130

亩；对接北京客商开发东桑池旅游项

目，成功试种长白山人参 6 亩；对接垣

曲投资商、首旅集团、中安集团等客商

洽谈旅游开发相关事宜。全年共完成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4000 万元。

突出抓好村级集体经济，完成“破零”任
务

突出招商引资，扩大工业发展优势

突出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特色农业

充分挖掘镇域内得天独厚的山水

风光和丰富灿烂的物质文化资源，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17 年成功举

办了第 1367 届东华山古庙会，东华山

景区全年接待游客 6 万余人；圆满完

成了首届樱桃文化节布展任务，展出

具有卫庄特色的各类产品 15 种，布展

面积 100 平米，居各乡镇之首；成功举

办了“我有拿手戏”卫庄镇文艺大展演

和消夏文化周卫庄专场演出。有景看、

有水戏、有山游、有庙逛、有文化感受

的“太阴寺—东华山—文公墓—东桑

池”旅游线路初步形成。“世外桃源·东

桑池”旅游项目成功破题，红枫林、藏

香猪、黑龙潭等秀丽景色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观光。

突出文化旅游资源整合，打造山水旅游
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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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王宏伟在后峪村调研

县委副书记、县长薛玉马在范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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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雁平，县委书记王宏伟参观樱
桃文化节卫庄镇展厅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薛俊辉在韩庄村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