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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将杂粮产业作为

特色产业大力推进,杂粮产业得到

了明显提升,全市小杂粮面积达到

300 万亩,杂粮年产量 3 亿公斤,面积

和产量都为全省第一。

主食加工业是上游连“三农”,下

游惠民生的基础产业,对促进农产品

增值和实现农民增收作用十分明

显。据测算,农产品加工成主食制品,

一般可以比原粮提高增值 3 倍左右,

并可带动农民直接或间接增收。我

市依托小杂粮优势推进主食加工业

正逢其时。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我

市作为杂粮生产大市,已经形成了强

大的加工转化能力,培养出了一系列

名牌产品,如“汾州香”小米、“珍味

谱”干馍系列产品等,在主食食品的

生产加工由家庭制作向社会化转变

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杂粮主

食化也成为我市主食工业化发展的

新亮点。

我市杂粮资源优势如此明显,

但生产经营过程尚有不足,部分主

食是由大大小小的作坊生产的,加

工经营不够规范,难以保证主食的

安全、卫生。应借鉴发展较好地区

主食产业的先进经验,由政府牵头,

农业相关部门积极出台扶持政策,

为主食加工这一民生工程提供各种

便利。要支持一批规模大、思路新

的食品加工龙头企业依据现有的产

业优势和产业特点,在做特、做精、

做多上下功夫,融合吕梁文化底蕴,

走挖掘精深产品加工的路子,使我

市的主食工业化整体上一个水平。

要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

社以及小作坊的有效对接,将农户

培育成原料供销商,将小作坊发展

为产品的经销商,形成稳定的供购

销 关 系 。 通 过 兼 并 、重 组 、收 购 、

控 股 、联 营 等 方 式,组 建 一 批 具 有

核心竞争力的大型集团,并依托大

型 加 工 企 业,加 强 粮 油 食 品 加 工 、

仓储、物流设施及质量检验检测、

信息处理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

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主食加工

园 区,以 引 导 企 业 向 园 区 集 聚,发

挥集聚优势。

本报讯 一场秋雨让郭完平的心里更加

踏实了。9 月 12 日，在方山县大武镇相当村

的一处山坡上，郭完平指着一眼望不到边的

红彤彤的高粱喜滋滋地对笔者说：“这下丰收

在望，看来我今春的选择是正确的。”和郭完

平一样，方山县有 6860户农民在今年开春与

种植多年的玉米惜别，换种成了高粱。如今，

全县 18000 亩高粱丰收已成定局，农户们个

个喜上眉梢。

郭完平是相当村地地道道的农民，问及

他怎么玉米改种高粱时，他说：“年初，镇里倡

导大家种植高粱，并承诺以保底每公斤 2.4元

的价格收购，这样就打消我的顾虑，所以就大

胆尝试，一下子把种玉米的 50亩土地全部种

上了高粱。”

方山县是典型的贫困农业县，一直以传

统种植业为主。今年该县紧紧围绕脱贫摘帽

总目标，坚持精准扶贫、产业脱贫不动摇，积

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因地制宜，科学

规划，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种植结构，依托汾酒

集团在该县定点帮扶和境内良泉酒业、老传

统酒业的资源优势，实行“公司+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在全县范围推

广高粱种植，企业提供种子并订单保底回收，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郭完平告诉笔者，种植玉米是当地老百姓

的传统农业产业，要让种植了多少年的玉米突

然改种高粱还是件不容易的事，老百姓的观念

转变还需要个过程，关键是要看效益。掩饰不

住内心喜悦的他给笔者算了一笔账：以往种玉

米按平均每亩产量 500公斤，每公斤平均 1.6
元计算，一亩玉米的收入是 800元，除去用工、

种子、肥料等支出，一亩的纯收入不到 400元，

遇到年景不好时，还会赔本。现在种高粱按平

均每亩 700公斤、每公斤保底价 2.4元计算，一

亩高粱的收入是 1680元，除去各类支出，一亩

的纯收入最低也能拿到 800元。这样一对比，

种高粱的纯收入是种玉米的两倍。“就按这个

保守的数字算，今年我 50亩高粱的纯收入就

是 4万元，脱贫不说，照这样奔小康也指日可

待了。”郭完平满怀信心地说。

调产调出新年景，订单保农来增收。方

山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立足当地实际

和资源优势，当年推广种植 18000 亩高粱带

来的是为 6860 户农民直接增收 270 多万元。

方山县农委主任赵林平说：“随着下一步保底

价回收工作的开始，见到效益后的农民积极

性会更加高涨，面向当地企业所需，积极调整

农业种植结构的模式将会越来越成熟，越来

越多的农民群众会从调产中受益。”（杨应平）

依托小杂粮优势
发展主食加工业

□ 梁 瑜

和玉米惜别 与高粱作伴

方山：18000亩高粱红了 6860户农民笑了

2017 年
以来，兴县开
展 孟 家 坪 乡
白 草 沟 退 耕
还 林 重 点 工
程建设，工程
涉 及 面 积
35513 亩，计
划投资 3811
万 元 。 图 为
秋 季 造 林 现
场。
记者
李小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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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饲绵母羊饲料调配

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种饲

料的科学搭配，实现既可满

足绵母羊的营养，又能最大

限度节省饲料，使饲料投入

成本降到最低。现拟以体

重 60千克成年绵母羊为例，

介绍在适宜条件下的舍饲

绵母羊饲料调配技术，供养

殖户参考。

1、确定饲养标准
由于目前国内尚没有

统一的绵母羊饲养标准，这

里 以 美 国（NRC)所 制 定 的

“绵母羊营养需要量”为饲

养标准。由于绵母羊在妊

娠、哺乳等阶段对营养的需

要量不同，美国（NRC）将绵

母羊 1年内划为 4个不同时

段：第 1 阶段为非泌乳期或

妊娠期前 15周；第 2阶段为

妊娠期最后 6周或哺乳单羔

最后 8 周；第 3 阶段为哺乳

单羔前 8周或哺乳双羔最后

8 周；第 4 阶段为哺乳双羔

前 8周。

2、选取饲料
为实现饲料的多种搭

配，这里粗饲料选取羊草、

苜蓿干草、玉米秸和稻草，

拟按 2：1：5：2 比例搭配；精

料主要选用玉米、小麦麸和

大豆粕（或豆饼）。

因各阶段对可消化蛋白

质需要量不同，精料的种类

亦不同。第 1阶段和第 2阶

段，由于蛋白质需求量较少，

补充精料选用玉米和小麦

麸，并按6：4比例搭配混合。

第 3 阶段、第 4 阶段的

蛋白质需求量较大，

补充精料选玉米、小

麦麸和大豆粕（或大

豆饼），并按 6:3：1 比

例搭配混合。

3、各阶段绵母
羊饲料配方及饲料投
喂量

第 1阶段粗精饲
料配方：

粗饲料（日饲喂量 0.92
千克）配方：羊草 20%、苜蓿

干草 10%、玉米秸 50%、稻

草 20%；精饲料（日饲喂量

0.545 千 克 ）配 方 ：玉 米

68.81%、小麦麸 28.44%、磷

酸氢钙 2.2％、盐 0.55％。

第2阶段粗精饲料配方：
粗饲料（日饲喂量 1.52

千克）配方：羊草 20％、苜蓿

干草 10%、玉米秸 50%、稻

草 20%；精料（日饲喂量为

0.661 千 克 ）配 方 ：玉 米

46.29%、小麦麸 50.38％、磷

酸氢钙 2.87％、盐 0.46%。

使用该配方的绵母羊

每天缺少胡萝卜素 6.13 毫

克，日投喂 0.2 千克胡萝卜

可满足需要。维生素 A、维

生素 D 的补充可使用维生

素 AD 合剂，按产品说明书

添加。

第3阶段粗精饲料配方：
粗饲料（日饲喂量 1.02

千克）配方：羊草 20%、苜蓿

干草 10%、玉米秸 50%、稻

草 20% ；精 料（日 饲 喂 量

1.58 千 克 ）配 方 ：玉 米

65.54%、小麦麸 29.15％、大

豆 粕 2.41％ 、磷 酸 氢 钙

2.41％、盐 0.49%。

第4阶段粗精饲料配方：
粗饲料（日饲喂量 1.19

千克）配方：羊草 20%、苜蓿

干草 10%、玉米秸 50%、稻

草 20% ；精 料 （日 饲 喂 量

1.77 千 克 ）配 方 ：玉 米

61.16%、小麦麸 29.23%、大

豆 粕 6.97% 、磷 酸 氢 钙

2.15％、盐 0.49%。 张展文

舍饲绵母羊饲料如何调配

方山县北武当镇农民“三小经济”唱主角
本报讯 方山县北武当镇积极引导农民面向市

场，结合镇情村情，搞活小种养、小经营、小打工等小

型农村经济，让山区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让农民

尽快脱贫致富。

“院子里面养獭兔，房前屋后栽果树，打工种田

两不误，小本经营能致富。”这是北武当镇许多农民

脱贫致富的真实写照。在鼓励农民发展规模生态种

养的同时，北武当镇通过典型带动，引导农民利用自

家庭院养猪、养鸡、养牛、养羊、养马、养兔，栽果树、

种蔬菜，发展庭院种植业、养殖业，并利用临街、临路

庭院开商店、饭店、旅店、农家乐，大力发展旅游经

济，使方寸之地变成山区农民创收致富的“风水宝

地”“摇钱树”“聚宝盆”。

风险小、致富快的庭院经济，已成为全镇 11 个

行政村村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的主要项目。许多

农民还走出家门做生意，农忙回家种庄稼，农闲时

开着车辆推销农产品，足迹遍布全县城乡。有的农

民还把小生意做到了县城和离石区一带。去年以

来，该镇不少农民工一改过去“眼睛朝外”方式，而

是选择在本地打工、经商，当地人称为小打工。几

乎每个村都有“在家门口打工经商挣钱，下班回家

种田”的农民。有些农民还靠山吃山，上山采集山

桃、山杏、木耳、蘑菇、中药材发山财，还有的农民在

家搞材料加工，经营饭店、商店、农家乐，足不出户，

每月也能多挣三五千元钱，致富路上各显神通。

（徐龙 李冬冬）

方山县北武当农村信用社

三管齐下服务“三农”
本报讯 近年来，方山县北武当农村信用社始

终以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为宗旨，确立了立足

农村，服务农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经营理念，该社领导班子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激发

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了员工的法制责任观念

和合法经营理念，实现了信用社与“三农”的和谐发

展和双赢。

该信用社满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开展优

质服务活动，强化业务操作技能，力求办理业务方便

快捷，在柜台广泛开展“道一声问候、送一片微笑，端

一杯热茶、献一份爱心”的便民服务活动。为方便客

户，该信用社在营业室、办公室添置椅子、沙发、老花

镜、笔、纸、热水器等便民设施，摆放工艺盆景花卉，

营造一个温馨的服务环境。通过一系列的优质服

务，该信用社赢得了顾客的信赖和一致好评，储蓄存

款出现月月上升、稳步递增的喜人势头。

为方便农民朋友地头劳动，该信用社坚持每天

早上提前开门营业，晚上 6点以后关门的做法，并积

极引深金融扶贫惠民服务，多渠道积极争取扶贫资

金，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支农资金，重点支持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农业发展，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优做

强特色农业，为北武当镇的种植业、养殖业等提供了

有力的信贷支持，受到全镇农民朋友的点赞。

（徐龙 李冬冬）

合作社造林合作社造林

机关干部义务植树机关干部义务植树贫困户张秀花在整地贫困户张秀花在整地

（上接1版）

政策推动 龙头带
动 小沙棘成为吕梁新
名片

近年来，我市在大力发

展 红 枣 、核 桃 的 产 业 基 础

上 ，为 实 现 多 元 化 特 色 产

业，开拓农民增收渠道，积

极调整农业产业种植结构，

大力发展沙棘产业，加强沙

棘资源保护和管理，引进新

品种，扩大种植规模，将潜

力优势变为经济优势，把产

品优势变为竞争优势，形成

了农企携手共同开发沙棘

产业的浓厚氛围，发展势头

强劲，效果良好。

交城，就是我市发展沙

棘产业的一个缩影。为了

把“小沙棘”做成“大产业”，

交城县立足自身独特的自

然气候和 10 万亩集中连片

天然沙棘分布，依托省林业

厅沙棘林改造建设项目，计

划在三年内，全县新种植沙

棘 2 万亩，提质改造沙棘林

3 万亩；依托新一轮退耕还

林、荒山绿化等惠民政策，

引进了大果沙棘优良品种，

推 广 林 药 间 作 模 式 ，按 照

“打造典型、示范引路、全面

推开”的工作原则，创新“企

业+合作社+农户+集体经济

破零”机制，扶持能人大户、

合作社通过承包、入股、租

赁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带

动贫困户 780户 1900人，依

靠 沙 棘 产 业 ，实 现 劳 务 增

收、入股分红，资产收益，增

收脱贫。

作为中国沙棘的“后花

园”，中国沙棘的主产区，吕

梁目前有文水野山坡、交口

维仕杰、方山野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有一定规模的

沙棘加工企业，已经形成了

种植—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完整产业链，从沙棘汁、

沙棘茶、沙棘油、沙棘化妆

品……产品种类达十几种，

除了销售到全国各地外，还

远销到日本、韩国、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全市沙棘加

工量达 4万吨，产值 4亿元。

吕梁野山坡食品加工

有限公司高起点定位，高速

度发展，2004年率先在同行

业 中 取 得 了 ISO9001 国 际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HACCP
质量体系认证。2007-2016
年连续 10 年在产品包装、

设计、瓶型等方面获取国家

知识产权局 10 余项专利，

年利用沙棘鲜果 1 万吨，产

值 1.5 亿元，位居我国同行

业前列，占据黄河以北大部

分沙棘饮品市场，这样的企

业在我市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带头作用。正如该公司

负责人说：“正是看到沙棘

产业巨大的生态价值和经

济价值，我们在国内销售布

局完成的情况下，积极开拓

海外市场，目前，公司已经

具有完备的出口资质并取

得了美国 FDA 认证。在武

汉国际食品交易会、新疆亚

欧 展 、澳 大 利 亚 国 际 食 品

展、美国纽约夏季特色食品

展这些国际性的展会上，野

山坡沙棘汁备受好评。”

沙棘作为吕梁自然生

长繁衍的乡土树种，独特的

气候造就了吕梁沙棘的独

特魅力，沙棘产业已成为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之

一。吕梁市委、市政府将进

一步整合市域资源，建立产

业联盟，加快基地建设，优化

沙棘品种，推动品牌建设，大

力发展沙棘+旅游、沙棘+生

态养殖、沙棘+功能食品开

发等模式和业态，不仅让沙

棘逐步变成农民致富的“钱

串串”，而且真正让吕梁沙棘

产业成为构建青山绿水、助

力精准脱贫的生动实践。

矗立在吕梁山上的“绿色金矿”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