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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酷热难挡的季节，方山县马坊镇

马坊村村民岳保红、赵候明、武旦旦悠闲地在

家中避暑度夏，要是往常，再恶劣的天气他们

都要想着法子出去干活挣钱，养家糊口。这

个转变，缘于他们加入了一个名叫保贵农机

具专业合作社。岳保红告诉笔者：“跟上合作

社干，今年前半年就比往常多挣了一万多元，

所以，俺们才敢‘偷偷懒’。”

今年 57 岁的郭保贵是这个农机具专业

合作社的发起人。改革开放后，他曾到陕西

做过小本生意，在村里开过小卖部、粉房，但

终因不太如意而中止。1997年，队里给他家

分下了一头牛，家里七十多亩地耕作压力相

对有了缓解。慢慢地，郭保贵发现，牛少地

多，每年春耕就是一件大事，不但要消耗掉全

家人的全部精力，而且效果还不太好。于是，

他花了 4000 元购买了邻村一辆破旧的四轮

车，进行简单的拼装后，尝试用机耕。机耕果

然效果好，不但完全解决了自家耕地的问题，

还可以为别人家去耕作，增加些收入。2002
年，看到周边群众对机耕的不断认可和广阔

的市场，郭保贵拿出为儿子娶媳妇用的钱购

买了一台 25型拖拉机，成为方山县第一个购

买农用拖拉机的农民。一年后，又购进了第

二台 25型拖拉机，替人耕地的生意也越来越

红火。

2005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郭保贵在岚

县看到了一台连耕带种还带铺地膜的农用

一体机，激发了他很大的兴趣。回家后左思

右想，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一台机具的话，

不仅可以解决周边群众耕地播种的问题，还

可以大面积推广使用地膜覆盖，提高农业产

量。天遂人愿，一次去县农机局参加培训

时，郭保贵无意间在农机局的库房里看到了

连耕带种的一体机，爱不释手的他与农机局

领导协商后，当天就开走了这台农机具，在

返回村里的途中，还搞了一次试验。此后几

年间郭保贵的农机具耕作生意步入良性发

展。

时间进入 2010年，在国家大力推广农机

具使用，号召成立专业合作社，普及扩大农机

具在现代农业中的积极作用的大背景下，郭

保贵吸纳 8 户群众，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成立

了方山县保贵农机具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

成立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上

郭保贵的诚实守信和为人忠厚，合作社的事

业风生水起，名声远扬。从方山本县由南到

北的全覆盖，到周边岚县、临县、兴县的被认

可。随之而来的是要求加入合作社的群众越

来越多，在他们眼里，跟上郭保贵干，跟着合

作社走，既保险又能多赚钱。冯继丁是开府

村的贫困户，收入主要依靠十几亩土地和平

时打零工。今年春，他主动请求加入到了合

作社。仅四月份一个月，跟上合作社在附近

林场搞树木整修，就挣的四千多元。如今，保

贵农机具专业合作社成为雇主与用工之间的

桥梁和纽带，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也在逐

渐扩大。

郭保贵告诉笔者，目前合作社拥有中大

型拖拉机 20 台，自走式玉米收获机 2 台，配

套农具 50 多台，马铃薯播种机 8 台，马铃薯

收获机 10台，其它农具 12台，成员达到了 32
户，完全有能力承接耕作、锄地、割草等各种

涉农农活。笔者从合作社的记录本上看到：

8 年来，保贵农机具专业合作社累计实现收

入 550 多 万 元 ，为 农 民 群 众 累 计 发 放 工 资

280 多 万 元 ，带 动 了 1200 多 名 群 众 稳 定 增

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合作社参与了资产

收益扶贫攻坚项目，吸纳村里 6 户贫困户，

每年每户可获得合作社的资产收益金 1000
元。郭保贵也被全村人推荐评选为脱贫致

富文明户。

郭保贵说，乡村要振兴离不开农业现代

化，农业的现代化包括农机具的现代化。在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不说自己能赚多少钱，

而是想通过合作社的带动，让更多的农民兄

弟多赚钱，这是他今后的奋斗目标。

（杨应平）

从单枪匹马到成立合作社 从自己致富到带动群众增收

农民郭保贵带领农户开着农具忙农事

近年来，全市突出产业发

展促进农民增收，发展“一村一

品”“一县一业”，向农村输送现

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为农

民创造不离乡土的就业岗位，

解决好农民脱贫致富难题。然

而，由于诸多历史因素制约，一

些地方仍然发展不大，山河依

旧。究其原因，一者农业生产

环境单一，一些农村受地理条

件制约,通常以种植业为主业，

产出不足以满足生活消费；二

者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阻碍土

地效益提升，一些农村的水利

设施多年失修，农田基本建设

不容乐观。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农民

种地收入有限，农资投入却有

增无减，农产品收入在广大农

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往往还

不足 10%，种地成了费力不讨

好的苦差事，导致许多农民离

开土地而另谋生路，农村出现

越来越多的空心村、撂荒地。

脱贫攻坚共建小康重任在

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大力改

善全市农业生产环境，积极引资

入农，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提升

中低产田产出率。倡导各类企

业拿出资金，充实农田基本建

设，像搞城市建设一样建设水

利，一个村一个村地压茬推进，

利用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把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

搞得扎扎实实,使农村的中低产

田造成中高产田，为农民的增收

提供基础的支撑保障。

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增

加农家肥、有机肥的投放。农

药、化肥过度投放，导致土地严重盐碱化、沙化,

农产品品质连续下降。减少化肥使用，增加农

家肥、有机肥使用，是提高农产品品质,提升农

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

生产安全放心食品的一条必要途径。

实行农业规模发展，避免谷贱伤农。农

业是极其脆弱的一个行业，自然制约因素较

大，实行规模发展，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条，

是 保 证 农 民 增 产 增 收 的 关 键 。 要 大 力 推 进

“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化、链条型生

产，搞活农业经营机制，平稳农产品消费市

场 ， 抵 御

农 业 天 然

风 险 ， 带

动 全 市 农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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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甜瓜、西瓜成熟的时节，方山县峪

口镇西山村的 20 亩瓜田也瓜熟蒂落，目前，西

瓜甜瓜均已上市，很受顾客欢迎。据悉，该村土

壤适宜种植西瓜、甜瓜，产量较高，种植的品种

为大地王 1 号和金星西瓜，因味道香甜，而享誉

吕梁。图为顾客正在购买甜瓜。

闫志宏 闫吉平 摄

1978 年，用“东风劲吹红旗展，神州大

地尽开颜”这句话形容改革开放初始的情

形实不为过。改革开放初年，还是垂髫小

子的我，从大人的眼里、谈话中以及舒展的

脸上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对美好生活满是希

望，满是欢喜——只要好好干，往后填饱肚

子不是问题了，好日子在后头呢。

家庭联产承包到户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天

大的好事，每家每户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把精

力全都搁在了田地的“耕种管收”上。那时候

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人工劳作，特别是“三夏”

“三秋”中的抢收抢种，对于我们这个只有父

母两个主劳动力的七口之家来说，连我们这

些未成年的小孩也要上阵，能拿动镰刀的陪

父母一起到地里，割倒一点少一点。实在干

不动的，帮忙用水壶往地头给干活儿的家人

送水，晌午头往地里送饭，夏秋“两忙”季节家

庭有劳动能力的基本上都是在地里吃饭，一

季子血汗全指望这段时日了。那时我们老家

管“三夏”麦收叫“龙口夺粮”，担心麦收遭遇

连阴雨天气；把“三秋”大忙称为“虎口夺粮”，

秋忙那段时日白天相对较热，所以称“秋老

虎”，害怕老天变脸。在夏秋“两忙”的日子，

就是再忙也要关注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这

样好做农活儿安排和预防准备。

小麦收割之后，根据天气情况，放在地

里 铺 着 晾 晒 ，由 力 壮 的 男 人 往 打 谷 场 里

挑。小麦运到打谷场后，摊开抖匀，用耕牛

拉着石磙一遍遍地碾压，尤其是打麦，必须

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碾压，这样麦粒最容易

脱落。那时逢上“两忙”季节，哪个家庭没

有一个月几乎下不来。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到两年，小姑

家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在当地一时人人

艳羡，农忙时姑夫抽空给我们家帮忙，小麦

运到打谷场上，摊好撒匀，手扶拖拉机带上

镇压器，不多时就颗粒全尽了，比慢吞吞的

老牛效率不知要高多少倍。又过一年，小

姑家又添置了手扶拖拉机携带的收割机，

机子一过，齐刷刷地倒一片，一天可割倒 50
亩以上，80个壮劳动力也无可匹敌，但是割

倒的作物依然需要运到场子里碾压脱粒。

20世纪 90年代初的一年，麦收时节老

家村子里来了一台颇为稀罕的大家伙，说

是联合收割机，只要在麦田里走一遭，麦粒

吞进肚子里，麦秸从“屁股下面”喷出来，肚

子被麦粒填满后，停在那里直接用袋子在

坡形的出谷口接，根本不用打场了。村子

里的一些老年人将信将

疑，祖祖辈辈都是面朝

黄土背朝天，现在收割

庄稼人不用受罪，站在

田间地头拿着袋子只管

装，哪有这么省劲的好

事？村子里的年轻人小山是个“敢吃螃蟹”

的，首先到他家的麦田里试一试，别说，还

真行！大家纷纷要求用这家伙收，不到两

天，村里的麦子一扫而光。

后来，国家实行农机购置补贴，鼓励农

民购置大型农业机械，村子里购置联合收

割机、大型拖拉机、旋耕机等农用机械的农

民越来越多，为解决农机使用中遇到的技

术难题，“三夏”“三秋”大忙季节，市里还专

门成立了“农机 110”，购机农民只管放心操

作。这不，过去一个家庭一个月上下才能

完 成 的 夏 秋“ 双 抢 ”，现 在 三 几 天 就 结 束

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现在喷洒农药的

机械、植保无人机也进入了专业的植保公

司，农户家的作物大田里发生了病虫害，给

植保公司说一声，每亩只需掏 10块钱，立马

搞定，哪还用背着喷雾器那般辛苦。

想不到，那时候真的是想不到，其实想

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从夏秋“双抢”变

奏曲中，折射的不正是改革开放给广大农

民带来的满满幸福感吗！

农村夏秋“双抢”变奏曲
□ 张向东

文水县下

曲镇北辛店村

有明清古民居

21 处、古戏台

1 座、古祠堂 1

座、真武庙及

偏 殿 各 1 座 。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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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中 国 古 村

落。今年，该

村村委会和山

西 和文化开

发有限公司准

备联手打造民

宿集群和田园

综合体，建设

美丽乡村，发

展民宿旅游。

图①为公司和

镇村干部商议

开发事宜。图

② 为 贺 会 魁

院。图③为贺

氏祠堂。

李小明 摄

1、创造厌氧条件
因乳酸菌是厌氧菌，所

以装填青贮料时必须踩紧压

实，排除空气，然后密封，防

止漏气，创造厌氧条件，促进

熟酸菌迅速繁殖和有机酸的

积累，以保证青贮品质。

2、发酵过程中的适宜温度
青贮发酵的温度一般应

控制在 19℃～37℃之间，以

25℃～30℃为佳。青贮窖的

密封性越差，窖温就越高，发

酵时间就越长，就会使青贮饲

料品质恶化。为此，必须做好

青贮窖的密封工作，才能保证

发酵过程中的适宜温度。

3、青贮原料中要有适
宜的含糖量

青贮过程中要求原料含

糖量不应低于 1％～2％。如

低可补加含糖量高的物质，

以保证乳酸菌的大量繁殖。

4、青贮原料必须含有
适当的水分

青贮原料含水量的多少

是保证乳酸菌正常繁殖的重要

条件。直接影响到青贮料的品

质。一般认为，乳酸菌繁殖的

适宜水分为65％～75％，豆科

牧草的含水量以60％～70％为

最好，质地粗硬的原料含水量

高达78％～82％，而幼嫩多汁、

柔软的原料含水量应低些，以

60％为宜。青贮原料水分含量

应掌握在这个标准之内，过多

过少都会导致青贮失败。含

水量过多的青贮原料应稍晾

干凋萎再贮，也可掺入适量的

干饲料混合青贮。 李力刚
据《山西农民报》

夏季蜜源植物丰富，抓

好此期蜂群管理，关系全年

的蜂蜜产量。

一、加继强群
夏季，刺槐、柿树、枣树、

荆条等花期紧接相连，陆续

盛开，蜂群往往因劳累过度，

群势会有所下降，此时保持

强群是夺取丰收的基础。因

此，要保证每群不少于 15框

足蜂（实践证明，应用平箱

群，即：9-10框蜂与加继箱群

做过对比，产量相差2.5倍）。

二、人工合并
如果箱中群势低弱，达

不到上继标准，应采取人工

合并方法，即在选好主副群

后，将副群蜂王连同一张正

在出房的老子脾和一张幼虫

脾，再带一张有存蜜的脾，放

置在蜂场一角，等到傍晚把

剩余框连蜂放到一个继箱

内，再往主群框上放一张事

先扎上小孔的报纸，把继箱

扣上，没有出现门前撕打现

象，不要开箱检查。第二天

发现报纸被咬破并有互相

串通，即合并成功。为使职

蜂能投入采集之中，强群要

分为产卵区和贮蜜区，将蜂

王用隔王板隔离在下层箱

内，这样便于操作取蜜。

三、适时取蜜
蜜蜂夏季的工作时间

为上午 8点半至 12点，下午

4点至天黑。取蜜时间应掌

握在早上 8 点半之前，此间

取的蜜水分少、浓度高；一般

情况不在下午和采蜜时间内

取蜜，一是刚取来的蜜水分

大，二是影响蜜蜂工作。可

根据脾子发白，有 1/3 房眼

封盖来确定存蜜的多少。

四、遮阴喂水
近 年 来 气 温 偏 高 ，雨

少，度夏蜂场应首选遮阴好

的树林边缘，和水源充足的

地方。干旱无雨的天气，可

在箱盖上放置些树枝叶，每

天中午往上泼些水降温，并

在附近设置饮水器皿。

五、放虫防敌
越夏为避免敌害侵入，

巢门一般仅放 1 厘米高，宽

度每框足蜂约为 1.5厘米，如

发现巢门工蜂扇风激烈，则

应酌量放宽，但切忌打开纱

窗，要使巢内常处于黑暗环

境，确保幼虫、蛹的正常发

育。要随时注意杀灭大胡

蜂、蜂螨，并要经常清理蜂箱

底，避免巢虫滋生危害。

六、培养后劲
流蜜期培养的蜂王易

成活，很少出现围、咬现象。

培养方法：一是自然王台，二

是人工移虫。主要是选择产

量高、抗热性能强又很少患

病的群体作为种蜂，也可从

外地邮购种蜂，待新王产卵

时，再介入大群内，以减少新

老交替空当。 张靖

种公羊饲养的好坏，对

羊只的繁殖、改良和生产性能

的提高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俗话说；“母羊管一个，公羊管

一坡”，就是这个道理。

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可分

为配种期与非配种期两个阶

段，关键是配种期的饲养管理。

1、配种期

配种开始前 45 天左右

就应进入配种期的饲养管

理。这一时期除了做好放

牧工作，还应该给公羊补饲

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

质 的 混 合 精 料 和 优 质 牧

草。蛋白质对提高公羊性

欲，增加精子密度与射精量

有决定性的作用。维生素

与矿物质的缺乏，会使精子

受精能力降低，畸形精子增

加、射精量减少。据研究，

公羊一次射精需要蛋白质

25-37克。一只公羊每日配

种 4-5 次，需要消耗大量营

养物质，所以在配种期应该

喂给公羊充足的全价日粮。

种公羊的日粮应由种类

多、品质好、适口性强的饲料

组成。如豆类、燕麦、黍、大麦、

青棵、麦麸都是羊喜欢吃的好

饲料。玉米含热量高，粉碎后

容易消化，但喂量不宜过多。

应占精料的1／4-1／3。粗料

中以豆科牧草和燕麦草的品

质最好，在早、晚给羊补饲。

公羊的补饲定额，应按体

重、膘情和采精次数来决定。

一般在配种期每头每日补饲混

合精料1-1.5公斤，骨粉8-10
克，食盐 15-20克，加喂鸡蛋

2-4个。牧草任其随意采食。

为了使公羊在配种期养

成良好的条件反射，必须拟定

种公羊的饲养管理日程。日程

的安排要求应该是养好种羊又

结合当地的早晚配种时间。

举例如下：

5：00-6：00 饮水，喂日

粮 1／4的精料。

7：00-8：30配种或采精

两次，每次间隔 40分钟。

8：30-9：00 喂日粮 1／
4的精料及鸡蛋 1-2个。

9：00- 16：00 放 牧 ，饮

水，休息。

16：00-17：00配种或采

精两次。

17：00-18：00休息，喂日

粮1／2的精料及鸡蛋1-2个。

18：00-19：00 饮水，进

圈休息，补饲青草。

2、非配种期

种公羊在此期间，仍需

要进行良好的饲养，保持良

好的身体状况。种公羊的补

饲标准，应按不同季节、身体

状况而定，并根据身体状况

不断地进行调整。一般每日

补饲的混合精料在 0.4-0.75
公斤，冬春季节还要补足青

干 草 、青 贮 饲 料 及 多 汁 饲

料。胡萝卜是种公羊喜欢吃

而又不可缺少的饲料，特别

是没有青贮料补饲的地区更

是需要。半细毛种公羊往往

在冬春季节因缺乏维生素A
而生病，甚至死亡，除了全价

饲料补给外，加喂胡萝卜是

养好半细毛种公羊的关键。

除了加强饲养外，种公

羊的羊舍，要求宽敞、通风、

干燥。经常保持清洁，定期

进行消毒。每年要进行炭

疽、羊痘、羊猝疽、快疫及肠

毒血的预防注射和布氏杆菌

病、体内外寄生虫等的防治

工作。定期对种公羊进行体

检，平时要注意观察公羊的健

康、食欲和精神状态，以便发

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于波

制作青贮饲料掌握哪些要点

夏管蜂群抓六点

怎样养好种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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