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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发展“特”“优”有机旱作农业 

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农业的出路是“特”和“优”。而山西省围绕农业“特”“优”

进行深度布局，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使三晋大地成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一、科技助力农业增产 实现无接触式耕种 

近年来，山西省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农业科技的运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全省农业科教系统

力量加强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助力农业生产各项工作，农机化作业从南向北展开，确保全年粮食

丰收增产。在山西主粮产区，新型农业机械进入田间作业，实现无接触式春耕，使农业生产更加精

准和高效。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是国家划定的粮食功能产区。在集中连片的冬小麦田中，值得注意

的是，这里很少能看到人工劳作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作业。首先看到的是田下铺着一根根

的黑色管道，上面有细密的水口，这就是微灌盖系统。与以往大水漫灌不同，以前每亩地需要耗水

110-120立方米，现在用微灌溉系统来进行春浇，每亩地只需要耗水30-40立方米。也就是说，同样

的用水量可以多浇3-4亩地。在半空中飞翔的是智能植保无人机，农业的无人机和平时拍照使用的

无人机区别在于飞行高度只有3米，每个无人机上有12-16组喷洒孔，飞行速度可达到每秒6米，相

当于骑着摩托车在农田间进行农药喷洒。无人机作业不仅省时省力高效，而且由无人机来喷洒农药

更加均匀，效果更好。 

微灌溉系统和植保无人机等科技助力农业生产，使山西农业生产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麦苗根据

生长的健壮程度可分为三类，一二类苗是壮苗，三类苗相对来说比较弱。放眼望去，种植一二类苗

的田地绿油油看不到地皮，三类苗比较稀疏。农业专家根据后期的技术管理让弱苗赶超，达到一类

苗的标准实现丰收，今年山西春粮播种达到3400万亩，三类苗减少了4个百分点。 

在今年6月份，运城市进入收获期的423万亩小麦，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5000余台，小麦机收

率达98%，总产量将达13.5亿公斤，将与上年持平或略增。 

二、农业生产托管成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突破口 

山西省将农业生产托管作为突破口，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2021年，山西农作物托管面积

达到2300万亩，带动农户110万户，在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

机衔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有了农业托管，可以把零散的田地由当地农业社会化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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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耕种。农业托管模式的主体是农业合作社服务，农业合作社使用全程机械化作业方式，为农户

提供从种到收的“套餐化”管理服务，既可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解放农户劳动力，又能减少农

田撂荒，提高土地有效利用，走出一条以服务规模化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新路。 

今年2月，山西省印发《关于深化农业生产托管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5年，全省农作物托

管面积将占到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0%以上，服务带动小农户50%以上，构建起主体多元、形式多样、

技术集成、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体系。要以小农户为重点，大力发展单环节托

管、多环节托管、关键环节综合托管和全程托管等托管模式。重点支持一家一户做不了、做不好或

做了不划算的深耕深松、病虫害统防统治、秸秆处理、烘干贮藏等关键环节。把稳粮保供作为首要

任务，重点支持小麦、玉米、谷子、马铃薯、杂粮等粮食作物托管。鼓励各地围绕“特”“优”农

业发展，积极探索蔬菜、干(鲜)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托管。引导小农户自愿通过村组内互换并地

等方式，促进土地小块并大块。到2025年，全省建成高标准农田2400万亩以上，农业机械总动力增

加300万千瓦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7%，比2020年提高5个百分点。 

三、围绕“特”“优”发展区域农业 

山西省结合本地山多地少，地貌多元的特点，发展有机旱作农业，打造有机旱作品牌。各地立

足实际，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特”“优”产品，把山西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区位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实现农业优质高效发展。 

在运城市临猗县的果蔬出口基地，有全自动果蔬分拣线，对新鲜苹果进行分拣清洗和烘干，这

些苹果即将出口东南亚市场。每天发货量达到3-4集装箱，将近80-100吨。在临猗县农产品电商运

营中心，每天线上销售额达到50万元，其中当地苹果和梨销售量占到90%以上。从基地直接发到消

费者手中，每天订单量有4万单左右，订单量比往年增长了30%。订单量逐年增加，源于当地果品的

好品质，现在临猗县种植的果品有苹果、酥梨、冬枣等158种，总面积110万亩，年产量50多亿斤，

居全国县级之首。近年来，当地不断在品种改良，品质提升上下功夫，组建了由院士带队的科研团

队，让果业管理实现现代化、智慧化。2021年，全县14个乡镇实现电商物流全覆盖，果品电商交易

额达到40亿元。当地推进“南果平台”建设，继续加强现代化标准示范园建设，加快果品提质增效，

推动临猗县果业高质量发展。 

忻州府城生产的神池杂粮饼，选用了当地特色杂粮藜麦制作而成。神池杂粮饼以前是当地传统

特色非遗保护产品的神池月饼，改造制成杂粮饼后，打破了月饼只在中秋节前后销售的老印象，低

脂低糖花样多的杂粮饼成为一年四季热销的特色健康食品。同时，厂家尝试把各种杂粮面，比如荞

面、豆面、莜面、藜麦面等融入到加工的过程中，制作出了各种新品种，市场反映良好。把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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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神池月饼和杂粮结合，靠的是忻州作为山西省优质杂粮产区的优势。现在忻州市以谷类、豆类、

薯类等为主的杂粮，面积、产量和“三品一标”认证数量均排在山西全省首位。为了将种植优势变

为产业优势，忻州市累计投资了16.44亿元，重点打造忻州中国杂粮之都产业园区，建成国家级忻

州杂粮市场、山西杂粮出口平台，推进杂粮产业提档升级，持续加大忻州杂粮品牌推广，力争把杂

粮园区打造成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忻州农业板块的重要支撑。 

和顺县是著名老陈醋“德盛昌”的故乡，这里的气候和环境条件都比较适合酿醋。当地企业与

村民签订高粱种植协议，在横岭镇种植高粱，以企业+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为当地农民优惠提供

高粱种子、有机肥和农药，统一种植并以高于市场10%的价格统一收购。当地政府则每年向种植户

提供每亩200元补助，打消了农民的后顾之忧。现在高粱种植基地已经有5000多亩，约有997户村民

参与，让越来越多村民返回村庄，选择在家门口务工就业。在当地政府推动下，醋厂还与世界500

强企业中粮集团建立了长期合作模式，每年承接中粮集团3万吨醋的订单，稳定的市场需求和更高

的技术和标准要求，让醋厂生意红火并且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经济发展。 

据山西省“十四五”规划，到“十四五”末，山西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稳定在1365万吨，

肉蛋奶果菜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充足，聚集做优做强山西现代农业，全省新建高标准农田822万亩，

改造提升218万亩，培训40万名高素质农民。三大省级农业发展战略分别是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雁门关农牧交错带、以运城农产品出口平台为引领的“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

的五大平台建设，带动更多特优农产品走出山西，走出国门，打造内陆地区农业开放的新高地，实

现2000亿元的农业产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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