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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黄河入

陕第一县陕西省榆林

市府谷县按照“生态

修复+乡村振兴”的工

作思路，不断加大沿

黄地带矿山生态修复

治理力度，全力构建

黄河生态安全绿色屏

障，有效激发了乡村

振兴的活力和潜力。

矿山修复
把自然还给大自然

府谷县府谷镇黑

山村位于府谷县城5

公里处的黄河岸边，

这里曾经是采矿遗留

的废弃采石场、旱沙

采坑、废弃矿石堆放

场 ，如 今 一 排 排 国

槐、油松、侧柏、山杏、海红果等林木

迎风招展，如同一幅绿意满满的“生

态画卷”。

从满目疮痍到满眼翠绿，这变化

因何而来？

2020年2月，府谷县委、县政府在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榆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实施沿

黄地区天桥段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该项目分为9个区块，包括危岩清

理、废弃矿山设施拆除清理、废弃采坑

填埋和封堵、土地提质增效、田间道路

改造、农田林网建立等，就此打响了一

场生态修复攻坚战。

自项目实施以来，全面消除了废

弃矿山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有效遏

制了修复区及周边环境的恶化，恢复

和提升了过边坡土壤生物量、边坡生

产力，增强了边坡生态系统的生产力

与稳定性。通过生态农田建设、废弃

矿山修复、山体复绿、经济林果栽种等

模式对修复区进行生态治理，全面提

升了耕地等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

“废弃矿山整治后，不仅保护了黄

河，也让在沿黄路段居住的村民的生

活质量得到很大的提升。”府谷镇党委

副书记郭智博说，生态修复后，预计粮

食产量提高50%以上，每年可实现收

益约20万元。经济林果挂果后，预计

可为村组带来每年不低于25万元的

收益。

山坡复绿
美丽乡村入画来

随着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渐进

佳境，黑山村两委深受启发，“政府让

门前的灰山变成了青山，我们也要把

村庄装扮一新，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质量，推动美丽乡村焕发新容颜。”

黑山村村主任张喜和回忆着村庄以前

的光景说道。

2023 年 2 月，在府谷镇十八届

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该镇人大代

表通过票决制的方式，确定了黑山

农业产业示范园和黑山人居环境综

合治理项目，为全镇 2023 年民生实

事重点项目。

项目实施以来，黑山村迎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新建入户道路2800多

米，新建维修卫生厕所105个，安装太

阳能路灯185盏，完成荒坡绿化720

亩，完成了种植、养殖、小作坊加工等

方面的庭院经济62户，实现了100多

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就业。

如今，漫步在黑山村，房前屋后被

各种树木装点得绿意盎然，窑洞房顶

上种植的黄花菜迎风摇摆，干净整洁

的卫生间没有一丝异味，来往村民脸

上透露着幸福的笑容，绘出了一幅“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美丽乡村画卷。

产业生“金”
致富有“道”

如何做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的“后半篇文章”？黑山村积极探索矿

山修复治理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融

合发展的新途径。

“从府谷县实施废弃矿井整治项

目开始，我们就以此为契机，平整出了

宽幅梯田160亩，建成黑山农业产业

示范园，有效解决了村集体产业用地

的问题。”张喜和说，2022年，他们用

20亩地建成日光温室大棚12座，用来

种植草莓、西瓜等，当年产出效益非常

高，村民的收入也从 8000元增加到

15000元左右。

近年来，在府谷镇人大代表联络

站的帮助下，黑山村充分利用本村的

土地、水源、乡贤三种有利资源，一体

推进采摘经济、烧烤经济、观光项目

等，稳步有序推动黑山农业产业示范

园建设。这些举措带动了黑山村集体

经济发展和村民就业增收，实现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综合效益，走

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

之路。

“今年，我们又在示范园里栽植

了 50 亩阳光玫瑰葡萄，3 年以后挂

果。经过专家的指导，挂果率将达

98%以上，纯收益将实现 50万元以

上，预计村民人均年收入18000元。”

张喜和说道。

“生态修复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重大民

生工程。府谷镇

也将继续做好保

护工作，守护好百

姓的幸福感、获得

感。”郭智博说道。

年存栏蛋鸡 30 万羽、年产鲜鸡蛋

760万斤、年产微生物有机肥3万吨……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孤山镇李家洼

村的榆林市康达生态农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康达农牧”）自成立以来，不仅让一

枚枚鸡蛋变成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

蛋”，也让群众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挣。

“近年来，孤山镇做好生态养殖文章，

依托龙头企业渠道优势，推动蛋鸡养殖产

业规模化、品牌化，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大

做强蛋鸡特色养殖产业，让蛋鸡养殖成为

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孤山镇副

镇长贺锋说。

“自动化”养殖提升产蛋率

日前，记者一行走进康达农牧的现代

化鸡舍里，只见蛋鸡在恒温恒湿的“房间”

里茁壮成长，上料、喂水、调温等工作一键

操作，实现了饲养全程自动化；在一旁的

厂房内，工人们正忙着分拣、打包鸡蛋，及

时将“新鲜出炉”的鸡蛋送入市场。

“自动化养鸡模式下，室内干净，氨气

味小。我们为鸡场科学配套了蛋库、饲料

加工车间，安装了有机肥加工生产线，有

效解决粪污处理、饲料加工和鸡蛋存储等

问题，实现了智慧化养殖。”康达农牧董

事长李永忠说。

据了解，康达农牧养殖基地从生物安

全保障到鸡舍环境控制以及蛋鸡喂养，各

个养殖环节全部由系统进行自动控制，不

仅减少了人工，也让鸡舍的环境更加整

洁，温度、湿度、光照的控制也都做到科学

统一。

自2008年成立以来，康达农牧不断

引进新的管理技术，提高科学化养殖水

平，提升鸡蛋质量，实现从基地建设、人员

配置、鸡苗采购、防疫、饲料供应、蛋鸡饲

养产蛋等全产业链发展，创新营销模式，

不断开拓市场，并积极吸纳有养殖意愿的

农民融入产业链，以此带动更多农户致

富，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利家娃”助农增收促振兴

蛋产出来了，想出场也需要“闯关”，

检测（次品蛋拣出）、规格分级、入蛋托、装

箱等程序必不可少。“我们的目标就是保

证不让一枚‘问题蛋’流入市场。”李永忠

说道。

拿起一枚鸡蛋，可以发现，鸡蛋上印

有“利家娃”字样。李永忠介绍道，公司

目前已建立起一套禽蛋产品质量可追溯

体系，通过查询每一盒鸡蛋里的质检证

明，消费者可方便查询鸡蛋的各类相关

信息。

“‘利家娃’鸡蛋主打高品质，坚持产

业链保安全、原粮饲料保品质，产地、生产

日期、等级划分都标注在每一枚鸡蛋上，

是府谷县首家实施品质溯源的畜禽类产

品生产企业。”2011年，“利家娃”牌鲜鸡

蛋被评为陕西省著名商标，2012年被国

家农检中心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

此外，康达农牧养殖基地也带动了周

边群众就近就业。“我每个月有4500元的

收入，工作就是拣蛋、称蛋、装箱，工作很

轻松。”在养殖基地负责分装鸡蛋的李家

洼村村民刘玉玉说道。

“除了给村上土地租赁资金以外，我

们会优先从附近村上招收村民到鸡场务

工，每年固定用工60余人。同时，养殖场

对玉米等农产品需求量大，我们也会从周

边村民手上收购玉米，解决村民销售难、

市场价格低的问题。”李永忠说。

有机肥串起农业“循环链”

养鸡会产生大量的鸡粪，为了变废为

宝，康达农牧投资907万元，建成年产2

万吨微生物有机肥生产线。鸡舍内产生

的鸡粪经过自动回收后，随时通过粪槽传

送至发酵舱进行发酵降解无害化处理，然

后加入秸秆碎末制成高端有机肥，供给于

周边农田施用。从鸡粪产生到有机肥育

墒，整个链条形成了一个闭环。目前，该

公司生产的“田耕沃”牌有机肥已经供应

府谷县90%以上的种植户使用，实现农

业生态循环发展。

康达农牧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在李家洼村建设了2300余亩的有

机肥旱作农业示范田，实现了绿色无公害

种植和生产。

眼下，养殖基地发展得如火如荼。贺

锋说：“2008年以前，这里还只是一片光秃

秃的山，自从康达

农牧落地建厂后，

就逐步把荒山变

成了群众增收致

富的‘金山银山’，

也带领全镇种植

养殖产业提质增

效，跑出了乡村振

兴‘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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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达农牧的现代化鸡舍里在康达农牧的现代化鸡舍里，，上料上料、、喂水喂水、、调温等工作一键操作调温等工作一键操作，，实现了饲养实现了饲养
全程自动化全程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