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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全國兩會專輯

巍巍太行，挺中華之脊，滔滔黃河，鑄民族之魂，翻開五千年文明史，從遠古河東鹽業富
國到明清晉商匯通天下，從民國礦業初興到當今煤電暖熱華北炕、點亮江南燈，在中華民族艱難崛起的
征途上，曾留下山西閃光的足跡。但是，百年礦業史，宛若一把「雙刃劍」，它給中國騰飛輸送動力的同
時，亦給山西帶來沉重災難。從08年開始，山西以壯士斷腕之勢，掀起一場驚天動地的資源整合風暴，
礦井數量由五年前的4278座壓減到1053座，形成4個億噸級、3個五千萬噸級、11個千萬噸級的大型煤炭
集團，短暫4年間，山西煤礦華麗轉型，礦井規模及技術與世界接軌，在全國率先挺進大礦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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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陽

中陽地處呂梁山麓，境內溝壑縱橫，氣候乾燥，千百年來，農民祖祖
輩輩過㠥「十年九旱，靠天吃飯」的貧窮生活。正如當地民謠所

言：窮慣了、苦慣了、溝溝岔岔鑽慣了、艱難的日子習慣了。儘管改革開
放以來農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山區農民依然處在貧困線上，伴隨城鄉差距
拉大，積存諸多社會矛盾，無情的現實時刻考驗㠥當地政府官員的領導能
力。

城鄉共享改革「蛋糕」
中陽既是煤炭之都亦是

農業大縣，全縣擁有總人
口14萬，其中農業人口10
餘萬，改革開放30餘年，
中陽靠挖煤煉鋼改寫了過
去「農業財政」，工礦產
業有了長足發展，但農業
生產依舊「看老天爺臉色」
行事，形成「工長農短，
城鄉懸殊」式的社會格
局。偏遠山區的農民長期
徘徊在貧困線上。

縣委書記劉廣龍指，由於政策偏差，當地政府急功近利，一度造成城鄉
距離拉大，工農財富懸殊，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實事求是地「糾偏」，
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步伐，迅速縮短城鄉差距，城鄉共享改革成果。中陽
縣每年拿出一大塊財政收入，優先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扶持農業項目，增
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

據悉，近年中陽新農村建設突飛猛進，建成投資1000萬元以上的養殖企
業5戶，全縣畜禽存欄26萬隻（頭）。植樹造林34萬畝，通道綠化190公里，
園林村綠化79個，森林覆蓋率達43.7%，比「十五」期末增加3.2個百分
點。新建淤地壩79座，新增基本農田701.7 公頃，新增旱井1200餘眼，新建
農村飲水安全工程144處；實施了57個貧困村整村推進項目，完成10個試
點村、60個重點推進村的「四化四改」工程。不折不扣落實強農惠農政
策，紮實開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農村發展活力進一步增強，城鄉差距進
一步縮小。

20萬畝核桃改寫農民命運
近年來，中陽縣政府一直在探尋山區窮民脫貧致富的途徑，按照當地

「山多坡陡，十年九旱」自然特徵，先是大片發展棗樹，因鮮棗不易儲藏
而失敗。此後栽植梨樹，亦因氣候不宜而止步。幾經挫折，經過農技部門
反覆試驗，最終將目標鎖定在發展核桃林上。

從2005年開始，
中陽實施種植核桃
戰略，2009年底，
全縣核桃面積迅速
發展到13萬畝，其
中：優質核桃面積

達到12.5萬畝，掛
果面積6.5萬畝，
核桃產量200萬公
斤，產值4000萬
元，農民人均核桃
面積1.2畝，基本
實現了預期目標。
2010年，縣政府決
定再用三年時間，
每年籌資1000萬
元，新發展核桃7
萬畝，豐產管理3
萬畝，把核桃產業
做大做強，到2015年，實現全縣山地核桃全覆蓋，核桃面積達20萬畝，人
均核桃林2畝的新目標，目前這項產業正穩步推進。今年底，全縣核桃經
濟林總面積已達到17萬畝，農民人均核桃面積達到了1.7畝。為加快核桃富
民工程步伐，提高栽植管理質量，以暖泉鎮萬畝核桃生態園為示範，帶動
周邊7個鄉鎮建立了10個500畝示範園和15個1000畝優質核桃示範園，由點
到面、循序推進，由小到大，逐年發展。另外，縣政府還每年籌集資金
5000餘萬元，保證造林所需的苗木、化肥、套袋、地膜、澆水等費用。為
核桃基地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生產發展條件。如今，中陽10餘萬農民基本放
棄傳統農耕生產，專業從事核桃樹栽植與管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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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農村、農民，歷來是中央關注的焦點，亦是地方政

府難解的一道方程。然而，山西中陽縣在經濟華麗轉型中，

卻找到了解題方式。縣委書記劉廣龍指，「三農」問題的核

心在於政府引導農民提升素質，走上富裕，享受幸福。近年

來，中陽縣政府以市場為導向，引導農民打造20萬畝優質

核桃基地已接近尾聲，今年全縣核桃林總面積達17萬畝，

人均1.7畝，實現了農業人口全覆蓋，核桃效益大大提高了

農民的經濟收入。使全縣10萬農民整體揮別千百年來「日

出而作，日落而歸」的農耕時代，恍如一步跨進「生活靠

林，富裕靠勤」的產業工人行列，當地果農年收入或超過當

地城市普通工人水準，突然間拉近了城鄉距離，中陽人用智

慧探索出山區農民窮變富的必由之路，憑勤勞的雙手創造出

又一個「呂梁奇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寬應、實習記者劉宇飛

特約記者劉福興、王素華

山西中陽

■縣委書記劉廣龍認為，「三農」問題的核心在於政府引導農
民提升素質，走上富裕，享受幸福。圖為劉廣龍（左二）與基
層幹部在田間調研農業增收。 ■縣長王建國（右一）與基層幹部調研

中陽大面積栽植核桃樹後，縣政府、林業局、農業局、
科技局等相關職能部門，圍繞「果樹增產，果農增收」的
主題，破解果農生產環節中的難題，採取「走出去，請進
來」的辦法，長期培訓果農專業技能，每逢春秋兩季，林
業部門抽調百餘專業技術人員，分片、分組送技術下鄉進
村入戶，提升果農生產技能。幾年來，培訓果農5萬人餘
次，培養農民核桃專業人才200餘人，使全縣核桃樹嫁接
成活保存率達90%以上，張子山鄉後焉村改低劣核桃樹
570畝，成活率達到95%，2011年株產核桃達2.5公斤，每
畝產值2700元。

據中陽林業局專家介紹，在實施核桃富民戰略以來，在
管理層面上，由政府統籌資金，統一規劃地段，統一採購
苗木，從服務層面上，政府專門設立農村經濟林管理中
心、鄉鎮設立管理站，負責協調解決果農產、供、銷環節
中的困難，在技術層面上，技術部門分片包戶傳授栽植技
術，根據地質、氣候條件，統一配置苗木，東西山兩側，
分別栽植晉龍1號、晉龍2號樹苗，經過一整套的技術指導
和群眾的精心管理，現在，一片片核桃林長起來了，一座
座核桃山綠起來了，一村村農民也富起來了。

企農聯盟推核桃走出呂梁山
為把核桃產業真正培育成為農民的支柱產業，一方面，

指導農民按季節科學採收、涼曬、貯藏，另一方面，設立
銷售收購網點，分級包裝、集中銷售。扶持「慧仁核桃」
綠色龍頭加工企業，出精品、創名牌、佔市場，形成「市
場牽龍頭，龍頭帶基地，基地連農戶」的新型核桃產業鏈
發展格局。目前，該企業已建成投產，加工產品有：核桃
粉、八寶粥、營養液禮品盒等產品，年可轉化核桃原料4萬
噸，生產核桃系列產品3.5萬噸，實現銷售收入4億元，上
繳稅金3000萬元，安排就業300餘人，帶動全縣及周邊縣市
核桃產業同步發展。如今，打㠥「中陽」商標的核桃系列
產品已走出呂梁山，暢銷山西市場，正向全國市場延伸。

政
府
義
務
培
訓
果
農
專
業
技
能

■漫山遍野的核桃林

十萬農民變果農破解三農 題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