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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
麻。”这句古诗，说的是雁门关外的边塞风
光，曾经自然条件恶劣、农业生产落后的
景象。如今，在科技的加持下，当地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和有机旱作，让昔日贫
瘠的土地变了大模样。

初夏，山阴县合盛堡乡，黄花梁上，有
机旱作农田里的景色是宜人的。

在朔州市怀仁、应县、山阴之间，有一
片东西南北跨度 20 多里的区域，被称作

“黄花梁”。南坡上有山阴县合盛堡乡的
五个自然村，听当地的村民说，这里种的
香瓜、西瓜、小米特别香甜，而且不打农
药，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利用黄花梁坡区土壤硒元素含
量达国家标准的24倍特殊地理优势，与中
国农业大学和山西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合
作，积极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大力发展有机
旱作农业，推动富硒谷子产业向强、优、精、
细方向发展。去年，种植谷子2000亩，全部
采用膜下滴灌、膜侧播种、高密度新技术，
每亩产量预计达700-800斤。”山阴县惠牧
源农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陈志龙
在万亩富硒有机旱作农业基地信心满满
地说。

头雁“带飞”活力倍增

陈志龙，男，1980年出生，朔州市山阴
县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农技师。2000
年参加工作，2005年担任山阴县泰和牧业
专业合作社总经理，2007年兼任山阴县泰
和农机专业合作社总经理，2016年至今担
任山阴县惠牧源农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理事长、山阴县泰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山阴县两座山惠农综合服务中心总
经理。历任山阴县第八、九届政协委员。
2014 年，被共青团山阴县委员会评为“青
年就业创业先进个人”；2018年，被中国粮
食行业协会评为“全国粮食经纪人模范个
人”；2019年，入选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
计划青年优秀人才；2019年被朔州市文明
办评为“朔州市第三届道德模范”；2019年
被山西省文明办授予“山西好人”称号；
2020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中国好人”；被
朔州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评为“2020年朔州
市劳动模范”。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农业深入发
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陈志龙
把准政策、抢抓机遇，积极整合周边经营
主体和各类产业集群，牵头成立了山阴
县惠牧源农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迅速
拓展服务领域，着力构建覆盖全程、综合
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全面由经营服务型向服务经营型转变，取
得了明显成效。

本着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
民走、帮着农民富的企业宗旨，陈志龙整合
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晋北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从而实现覆盖全程、综合配
套、便捷高效的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激
发农业农村发展效能。应用现代先进的
农产品综合加工利用技术与设备，提高农
副产品供给品质，促进养殖业优质高效发
展，各主体互补互动、共生共利，并使农产
品加工、养殖业、生物有机肥、种植业四者
之间形成有机的产业循环链，建立起农业
资源高效利用的集约化现代农业经济循
环体系，全面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农
业生产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形成了产前、产中、产后全要

素聚集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融产业
化、集约化、科技化、标准化和生态化为一
体，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
促进农业产业的逐步升级，带动农民脱贫
奔小康。

陈志龙大胆创新，整合周边 8 个村的
15000亩土地，收纳社员2000多户，有效促
进了基地内部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
作，形成了种养加管全系配套的良性循环
体系，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采摘
—销售”的内部循环和农牧一体化发展的
新格局。依据黄花梁坡区土壤富硒的特
点打造出“塞外火山土”和“黄花梁泰和”
富硒小米品牌 ，完成了黄花梁坡区 15000
亩无公害种植区产地认证；小米富硒认
证、无公害产品认证、有机认证，完成土壤
矿物化验，完成谷子、小米硒含量测定。

“塞外火山土富硒小米”参加了中国公信
网中国好小米评选活动，被评选为唯一一
个“优秀产品”，被誉为中国最好小米。做
大做强“塞外火山土”富硒小杂粮这个品
牌，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小米产业强
县富民能力。

在陈志龙的带领下，联合社立足资源
优势，依托黄花梁区域富硒区（土壤自然
含硒量 9.6 毫克每千克），规模化种植青贮
玉米 6000 亩、苜蓿 3000 亩、特色经济林
1500 亩、特色小杂粮 2000 亩、渗水地膜
谷子 2000 亩和特色瓜果 500 亩，生产富
硒 小 米 650 吨 ，年 销 售 额 突 破 2000 万
元。积极依托山西省农科院数 10 个研究
所和中国农业大学 50 多位专家教授的技
术支撑，建立了晋北有机旱作农业试验
区和示范区，试验区面积 2000 亩，可辐射
带动周边 5 万余亩耕地。涉及农户 5000
多户，年户均增加收入达 3000 元以上。
2020 年 9 月联合社与朔州市科技局、山
西农业大学高寒区作物研究所和山西农
业大学高粱研究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在黄花梁万亩有机旱作农业基地建立了
博士工作站，真正意义上把科技生产力引
进到田间地头。

联合社 2017 年被农业部评为农民专
业合作社“国家级示范社”；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个年度被中华全国总社评为国
家级“示范社”；被朔州市委市政府评为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塞外火山土”富硒
小米荣获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粮油博览会
金奖；联合社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

“第八批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

2019 年基地被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认定
为“山西省农村科普示范基地”。

撒播科技兴农的种子

传统农业种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
代化的农业没有科技的支撑是走不下去
的，陈志龙深谙此道。

为了让农户们亲眼看见科学种植的
变化，陈志龙建起了“博士工作站”，在这
背后还有近两千亩的试验田。“现在我们
这里试种了好多品种，还有各个研究所一
起给老百姓进行集中展示，从种植到收获
不定期举行现场培训，就是为了让老百姓
在地里就能看得见成效，也就是我们种植
和他们种植区别在哪里、每年秋收产量有
什么区别、品质有什么区别、打出来的粮
食 卖 价 有 什 么 区 别
……”

陈志龙是个闲不
住的人，他不光不让自
己闲着，也不让专家和
专业技术人员们“闲
着”，按他的话讲：“闲
着也是闲着，专家和团
队也不能面面俱到，与
其把知识放在脑袋里
存着，不如让他们讲给
农户听。”现在，只要专
家们一有闲暇，陈志龙
就通知乡政府、村“两
委”，把老百姓组织起
来，普及一下种植技术
方面的知识、总结今年
有哪些不足、分析一下
来年的种植计划以及
今年在种植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慢慢的农户
们掌握的专业知识也
就多了起来。每次讲
座结束后，农户们都会
拦着专家们“不让走”，
就是想再多了解一些
农业知识。

能力越大，责任越
大，说的就是现在的陈
志龙。对于助农帮农，
陈志龙的家人起初并
不理解他为什么往自
己身上揽这些“压力”，

直到现在陈志龙自己也不清楚：“他们现
在是能理解了，还是已经懒得说我了。”

做农业是需要情怀的，陈志龙一直这
样认为。“农业没有那么大利润，而且周期
长、利润薄，但是必须得有人去做。”他就
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这份土生
土长的山阴人对家乡农业独有的情怀温
暖着身边的每一位父老乡亲。“把利润尽
可能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得到实
惠。”是他一直以来的做事原则。如果别
人土地租赁每亩价格是 200 元，陈志龙可
能就是每亩 280 元。如果这一年收成好，
他还会给得更多。他积极组织农户进行
农业知识学习，种植前告诉百姓怎么种，
收获后复盘全年种植上遇到问题，为农
户理清思路并计划来年种植作业安排。
有一年，遇到产品流通困难，陈志龙经营
的鲜奶业务更是雪上加霜，每天上万斤
的奶销不出去，再难，不能难农户，陈志龙
为了奶户利益不受损失，自行贷款 100 万
元坚持按原价为奶户们兑付奶款，保证百
姓利益不受损……

把压力留给自己，把利益留给百姓。问
陈志龙是否后悔过，他语气坚定如初：“既然
乡亲们认准了我，我就不能辜负他们。”

谈到未来，陈志龙说，将继续带领联
合社及广大农户大力发展以富硒谷子种
植、富硒牛奶生产、富硒瓜果蔬菜生产为
主的第一产业；以小杂粮加工、富硒牛奶
及奶制品加工、富硒瓜果蔬菜深加工、手
工艺品加工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产业；以
土地共享、瓜果采摘、牧场观光、农事体
验、休闲垂钓、健康养殖、休闲游乐为主要
内容的第三产业，并实现“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不断推进黄花梁田园综合体建设，
从而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战略
目标。

陈志龙（右一）陪同有关领导视察观摩基地作物长势

陈志龙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答疑解难

黄花梁万亩富硒有机旱作农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