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要提高蔬菜自身抗病
能力。其方法有二：一是叶面

喷施新高脂膜，补充植株生长

需求，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正常情况下可喷施磷酸二氢

钾 300 倍或乐得叶面肥 1000
倍等。对于长势偏弱的植株

可叶面喷施 800倍的新高脂膜

混加 500倍的核苷酸叶肥进行

调节。二是促进根系生长，提

高养分的吸收利用率，确保植

株正常生长。

二、要强化环境调控。其

方法有三：一是可通过种植行

覆盖地膜和操作行覆盖麦草，

或者全棚喷施新高脂膜，再覆

盖地膜减少土壤水分的蒸发，

降低棚内湿度。二是

可 在 后 墙 张 挂 反 光

幕，增强棚内光照强

度，提高棚内温度，避

免田间郁蔽，诱发病

害。三是可采用两次

放风的方法，排除棚

内湿气，同时还能排

除棚内有害气体，补

充棚内二氧化碳浓度。

三、要合理使用化学药
剂。在高湿的环境下，喷药常

会增大棚内湿度，不利于防治

病害，特别是在连阴天的情况

下，喷雾防病效果会很差，因

此应采用喷雾和熏烟相互结

合的方法防治病害。如预防

灰霉病和菌核病时，可采用熏

施菌核净、喷施扑海因的方法

进行全面防治。但在熏用菌

核净时一定要根据种植作物的

不同，注意熏烟时间的控制。

如在豆类作物或茄子上熏用，

亩用菌核净 200 克，熏烟时间

应控制在 6-8 小时，若熏烟时

间过长，容易产生药害。牛璐

果园种树时，选择以下几
种树要注意：

一、刺槐 一是刺槐极易

招引椿象为害桃、李、梨、苹果

等果树。椿象吸食果树嫩枝、

叶柄、叶片、花及果实的汁液

维持生命。导致叶片干枯凋

落，果实变形，影响极大。二是

刺槐分泌出的鞣酸类物质对多

数果树的生长有较大的抑制作

用，尤其以梨、苹果较为严重。

可导致果树大幅度减产或根本

不结果。三是刺槐上的落叶性

炭疽病菌也能感染梨、苹果等，

造成大量落叶。

二、泡桐 因为许多果树

无 论 是 幼 苗 、幼 树 及 成 年 果

树，均易患紫纹羽病，果树患

病后，导致叶片黄化，干枯、甚

至整株死亡。而泡桐则是紫

纹 羽 病 菌 的 越 冬 场

所。

三、柏树 柏树和

梨树不能同地共处，

因为梨树的主要病害

梨锈病危害梨树的新

梢、叶柄、叶片、果柄

和幼果，导致果枝萎

缩、果实变形、腐烂和

落果；而柏树，尤其是

龙柏和桧柏，则是梨锈病菌的

越冬场所。到了春暖季节，越

冬病菌会随风吹回到梨树上

继续繁衍和危害梨树。柏树

和 葡 萄 也 不 能 共 处 ，两 者 同

栽，则葡萄果实不易成熟，造

成损失。

四、核桃树 因为核桃树

叶的分泌物胡桃醌经雨淋后，

滴入土中对苹果根产生危害，

抑制生长，故苹果园周围不宜

栽核桃树。

五、松树 因为松树的孢

子在春夏季随风飘到果园会

严重危害果树，尤其是梨树受

害最严重。松孢子可导致梨

树 叶 、果 发 生 黄 斑 和 刺 毛 丛

生，并使果实畸形，严重降低

坐果率，降低产量和品质，影

响经济效益。 郭泳星

果园种树“六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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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管理
从定植到黄瓜开始采收，

这段时间的管理称为前期管

理，前期管理的中心是以促根

控秧为主。这个时期的气温和

光照虽已明显降低，但还未到

达最低点。要充分利用这个时

期有利气候条件，加强管理，促

进根系发育，增强植株对低温、

弱光及特殊天气的适应能力。

前期管理的技术水平高低，对

中后期的植株生长、抗病、耐寒

能力以及产量有重要的影响。

浇好前三水：先要浇好定

植水，防止土坨和周围土壤分

层，影响缓苗。在定植后 10-
15 天，浇好缓苗水，这一水要

浇足浇透，从畦中间的暗沟浇

入，水位要顶到定植孔。根瓜

采收后晴天上午浇第三水，也

叫催瓜水。

促根控秧：定植后一周内

为促进缓苗，白天 25℃-32℃，

夜间 15℃-17℃。缓苗后要加

大放风量，晴天中午最高不超

过 30℃，夜间 15℃-12℃，早晨

揭帘前维持在 10℃即可，加大

昼夜温差，控制地上部的生长。

温度管理：此时期温度管

理是核心，白天要尽可能延长

光照时间，在不影响室内温度的

前提下草帘尽量早揭晚盖，并实

行四段变温管理，上午8:00-13:
00，温度 控 制 在 25℃- 32℃之

间，超过32℃时开始放风。

湿度管理：由于冬季气温

低，室内放风量小，极易形成

高湿环境，发生各种病害，针

对这一特点，应实行低温、低

湿的管理措施。白天空气湿

度控制在 60％-80％，夜间维

持在 85％-90％之间，早晨叶

片尽量不结水滴。应尽量减

少浇水次数，不旱不浇水，水

后要加大放风，用药时尽量选

择烟雾剂和粉尘。

追肥：随着采瓜量的增加，

及时补充养分。根据采收量和

植株表现，确定追肥的品种和

数量，一般在第四水时开始随

水追肥，如果叶片、瓜条颜色较

深，追肥以氮肥为主，磷钾肥为

辅，并注意钙镁和其他微量元

素的补充。施用时先将肥料溶

解随水追肥。若植株颜色较

浅，叶片较大，则以追磷钾肥为

主。追肥量应遵循“少吃多餐”

的原则，避免一次追肥量过大。

后期管理
落蔓摘叶：随着植株的生

长和黄瓜的陆续采收，生长点

接近屋面时要进行落蔓。方

法是，在落蔓的上方把拴在铁

线上的塑料绳解开，使黄瓜生

长点下落至合适的高度后再

重新拴好，落蔓前将下部的老

叶、病叶及时摘掉，可减少养

分消耗，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避免病害传播。

加强水肥管理，延长采收

期：进入四月以后，为防止植

株衰老、脱肥，尽量延长采收

期，此时应注意加强肥水的管

理，一般 5-7天浇一次水，7-10
天追一次肥，并确保冲施肥的

质量。若出现花打顶，呈萎缩

状时，可采取闷尖摘心，促生回

头瓜。为提高瓜条的商品率，

应及时疏掉弯瓜、病瓜和多余

的小瓜。采收一定要及时，不

可延迟采收而影响瓜条的商

品率及总产量。 韩云洲

冬春茬黄瓜 管理重抓“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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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致富新生活

2018年，王玉兆脱贫了。

2019年春节前，孩子们说，以前除夕吃

饺子，今年吃火锅，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火。

2月 8日黄昏，夕阳掩映下，王玉兆家大

门上的大红对联越发鲜艳，“家兴人兴事业

兴，福旺财旺运气旺”道明了他家的新生活。

王玉兆笑嘻嘻地说，去年基本把“饥

荒”还了。

王玉兆有三个孩子，老大是闺女，老二

是儿子，老三还是儿子。闺女出嫁没负担，

儿子娶媳妇可不是小事。2011年，为了给

大儿子娶媳妇，他卖了自家全部 16 头牛。

2016 年，给二儿子娶媳妇，欠下 10 多万元

外债。王玉兆感到“压力山大”。现在，“饥

荒”基本还了，他能不高兴?
王玉兆掰着手指头说：“这两年扶贫，

公家很给了钱了。”

以去年为例，退耕补助 11250元，耕地

补贴 189.6元，土地流转收入 1725元，县里

养牛、光伏发电入股分红 900元，新农合代

缴补贴 540元，养老金代缴补贴 300元……

王玉兆一脸真诚地说，党的政策没有

问题，扶贫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

王玉兆认为他贫困的原因主要是没有

技术。2011 年，他家栽了 50 多亩核桃树，

最高年收成三四百斤。2017年，第一书记

薛吉林请来专家培训他们后，当年产量就

达到 2000多斤。

村里缺乏脱贫产业，薛吉林倡导种植

芦笋，并联系到出口渠道。王玉兆作为贫

困户，得到村集体免费提供的芦笋苗，2018
年 4月，他栽了一亩三分。今年 4月就可采

收，预计收入 2000多元。明年可达六千到

八千元。采期有 15年。

王玉兆除了管理核桃树、种自己和别

人的耕地外，剩余的时间就是打工。2017
年冬天，村里发展芦笋产业后，他得到优先

使用。2018年，村里搞环境卫生整治，他也

参与。2018年，仅这两项收入，他就分别达

到 1万多元和四五千元。

说着扶贫，讲着收入，王玉兆禁不住又

笑了起来。

“玉兆是个勤快人，去年光种玉米就可

以收入三四万元。”薛吉林在旁边说。

“我今年还要扩大芦笋种植面积，再栽

四五亩，加上核桃树，老得爬不动了，我也

不愁活法。”王玉兆说着哈哈大笑。他爱人

在旁边插话：“我还想养几只牛。”

“那你家的日子就不是火了，而是牛掰

了！”旁边的人哄笑着说。

王玉兆家 2018年除夕吃了火锅，全家

人都回来了，大家没有不开心的。

王玉兆是方山县北武当镇韩庄村人，

今年 53岁。

在方山县，和王玉兆一样的脱贫户一

共有 51486人。

大年初三，阳光笼罩下的离石区信

义镇马家沟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处

处洋溢着浓浓年味。去年搬迁过来的群

众，在这里度过了搬入新家的第一个春

节。

49岁的雒俊旺正出门扔垃圾，他热情

地邀请笔者进了家门，“你看这是厨房，

还有卫生间，房子面积 125 平方米”，雒

俊旺一边向笔者介绍一边顺手拉开了客厅

的窗帘，“以前，一直住在土窑洞里，哪

想过能住上又干净、又宽敞的房子。”雒

俊旺高兴地说。

雒俊旺一家五口人以务农为生,年收

入只有 1万余元。困在大山里,土里刨食收

入少,家里经常缺盐少米。因为住处偏远,
去镇上赶集也要走两个多小时。

去年以来，离石区启动了易地扶贫搬

迁六环联动工程，投资 2.7 亿元建成 13 个

移民安置点，因为雒俊旺是贫困户，也被纳

入了搬迁计划，搬到了离老房子不远的马

家沟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易地搬迁工作除了搬之外,还着重解

决搬迁群众的后顾之忧，去年该村第一书

记赵岩经过多方咨询和实地考察，引进籽

用西葫芦进行试种，引导村民进行大面积

推广种植，并与宝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签

了订单合同。雒俊旺种了 15 亩籽用西葫

芦，产量达到 4000 余斤，按每斤 5 元算，

总收入近 2 万多元。此外，搬入新家后，

雒俊旺和二儿子成为村里的护林员，妻子

在高速公司当上了环卫工人，大儿子和小

儿子在新家附近的快递公司就了业，家庭

人 均 收 入 从 2014 年 的 1600 多 元 提 高 到

8000 多元。如今有了这些收入,这个春节

雒俊旺为新家添置了冰箱、电暖气等家具

家电。

“现在这日子大不一样了,感谢党的好

政策,让我们搬出了穷窝，过上了新的生

活，新的一年，我们也将继续通过自己的

劳动过上更好的日子。”雒俊旺说。

春 节 ，外 出 读 书 和 务 工 的 人 都 回 家

了。大年初二，外嫁的姑娘也拖儿带女回

来了。原本寂静的中阳县暖泉镇王家庄村

热闹非凡，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欢声笑语。

笔者随意走进了一座院子，三间敞亮

的平房下挂着两只红灯笼和一串红辣椒。

推门而进，是贫困户王风生的家。看到他

家就两口人，且都年纪不小。笔者便问：

“大叔，您家过年也挂灯笼了。”王风生笑

了，“挂了，当然要挂了。新房子要有新

气象，不比以前了。”

“我只有一个女儿，远嫁到忻州。老

伴身体有病，不能干重活。老思想作怪，

再加上也没有余钱，一直住一孔土窑洞，

总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谁能料到

扶贫政策来了，贫困户有危房改造补贴

了。扶贫干部和我谈了好几次，我也想通

了，自己还不是很老，趁着政策也努力一

把，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这不，有

了这三间房。住新房就像一个人穿新衣服

一样，整个人有了精神了。在各类扶贫政

策的指引下，我的生活可以说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了。”

王风生指着墙上的 《党员干部帮扶措

施落实卡》 告诉笔者，“2016 年纯收入过

万了，已经脱贫了，2017年纯收入 13000
多元，2018年纯收入 15000多元。就说刚

刚过去的 2018 年吧，金融贷款入股分红

3000 元，3x+4145 产业扶贫分红 2000 元。

跟着党的好政策，我种了 4分辣椒，自己

只掏了 75 元，享受了北航的免费地膜肥

料和苗木，卖了辣椒得了 1600 多元。今

年要是政府还有种辣椒的项目，我计划扩

大生产。跟上党的政策走，获利的一定是

咱老百姓。除这以外，脱贫攻坚以来，村

里面的各种项目和工程也多起来了，我是

石匠，跟着也能揽到好多活，自己打零

工，也挣了 7000 元。自己家门口干活，

农活误不了，家里能照应，来年咱还要积

极劳动了。”

腼 腆 的 老 伴 插 嘴 道 ：“ 扶 贫 政 策 来

了，不仅是生活变好了，你也变好了，开

始积极上进了。”

“扶贫政策给了我精气神嘛，别看我

老胳膊老腿的，我还要去扭秧歌呢。你就

在家给咱包羊肉饺子吧！”王风生向老伴

吩咐着，还做了个扭秧歌的动作，逗得笔

者哈哈大笑了。

“我每月能领到政府发的几百元的低

保 户 生 活 补 贴 ， 还 有 金 融 扶 贫 金 3000
元，自己种些蔬菜，有个病病痛痛，在镇

卫生所吃药打针全免费。十月份开始，我

就满 60 岁了，每年可以领到 5000 元的五

保金。”在除夕夜，交城县夏家营镇王村

的村民曹芝文在弟弟家吃完年夜饭，和笔

者算起了他的“经济账”，他说，赶上了

好时代，吃穿不愁，盼着身体好，不要给

弟妹们添累。

除夕当天，在交城县夏家营镇王村，笔

者走访了已经脱贫的村民曹芝文，曹芝文

住在一处老房子里，窗明几净，油漆斑驳的

木门上贴着红红的对联。

曹芝文今年 60 岁，三年前，被确定为

贫困户。早年由于父母去世早，家庭条件

困难，为了照顾弟弟妹妹，又当爹来又当

妈，等到照顾着弟妹娶的娶嫁的嫁，自己也

四十多岁了，却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年轻

时吃了太多的苦，可年纪大了，又加上病

痛，他的收入就失去了保障。近几年身体

又患各种毛病，他感叹：“多亏了国家的好

政策，担负了大部分医疗费。”

看着焕然一新的房子，笔者问道：“扶

贫工作队经常来看您吗？”

“经常来，包我的是交城新闻办那个叫

李永妙的，长得高高的个子，又漂亮又大

方。我这房子有几十年不刷了，窗户的玻

璃也十几年了，破的破，烂的烂，一直这样

将就着。这不，年前人家给我粉刷了房子，

窗户全换了新玻璃，又买了被罩床单。”曹

芝文乐呵呵地说。

几年前，在相关政策的帮扶下，曹芝文

被评上低保户。

“我自己种了蔬菜，弟妹们都会送些肉

菜给我，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年年都有节

余。”谈起这个年，曹芝文说：“逢年过节，弟

弟一家人都会邀请我去他家吃团圆饭，每

年还会给我几百元赡养费，我的心里非常

温暖。”

在扶贫政策大力帮扶下，王村许多贫

困家庭都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最为

困难的五保户得到了大力的帮助，例如

在经济方面，让贫困户们加入了村里的合

作社，科学种植红薯，平时还可以在合作

社打零工；医疗看病方面，农村的低保

户、五保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

疾人等群体能够免费享受到新农合，同

时五保户人员看病在医疗保险之后，其

自己支付的费用还能够享受到国家的大

病救助等补贴，真正解决五保户的看病

难题。

对贫困户来说，一年的经济收入决定

着他们的年货份量。贫困户的年过得怎么

样，笔者进行了实地采访。2 月 5 日，是新

春佳节，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笔者来到方

山县北武当镇下昔村贫困户任金虎家，感

受来自脱贫摘帽户家里浓浓的年味。

走进任金虎的家里，房屋装修一新，窗

明几净，家具齐全，玻璃上贴着窗花，墙壁

上贴着五彩缤纷的年画，电视里正播送着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大红灯笼和红

对联把金虎家过年的喜庆氛围渲染得红红

火火，金虎一家人的脸上洋溢着喜气，正在

包饺子欢度春节。

根据下昔村党支部脱贫攻坚工作安

排，任金虎是笔者帮扶的贫困户之一。见

到笔者到来，金虎兴奋地说：“脱贫了就要

把年过得丰富多彩、喜气洋洋。家里专门

购买了液晶大彩电、洗衣机、智能手机。”金

虎给笔者划拉起他家的年货，肉、蛋、油、牛

奶、白面、大米、酒、饮料，还有绿色蔬菜，琳

琅满目。

今年 44 岁的任金虎是下昔村地地道

道的普通农民，身体有点残疾，患风湿性关

节炎，腰腿疼痛行动不便。他上有 70多岁

的老母亲，下有 8的小女儿，祖孙三人相依

为命，曾过着贫穷生活。俗话说：“全家一

条心，黄土变成金。”日子总会一天比一天

好。在县扶贫工作队和镇村干部的大力帮

助下，党的富民好政策激发了金虎的脱贫

斗志，金虎人穷志不穷，不等不靠不要，一

向勤快的任金虎，种地采用新科技，管理不

怕费力气，勤浇水来勤施肥，颗粒饱满好收

成。去年粮食喜获大丰收，山药刨下 2000
余斤，玉米纯收入 8000余元。金虎是闲不

住的人，农闲季节还贩卖山药、玉米，为养

牛户拉运秸秆，冬春之际做点木工活，满足

群众需要，另外还有母亲的低保和养老金，

金虎的生活真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

听村干部说，脱贫后政策不变，措施不

减，共同富裕小康路不让一人掉队。任金

虎利用国家健康扶贫政策，治好风湿性关

节炎。发挥自己的优势，再承包一些土地，

甩开膀子加油干，用足绣花功夫，精耕细

作，科学种田，水肥管饱，力争粮食再有个

好收成，农闲时多打工，增加经济收入，巩

固脱贫成果，决不返贫，争取尽快走上小康

的金光大道。笔者相信，任金虎靠着勤劳

的双手，未来的日子会更好！

王玉兆王玉兆王玉兆：：：吃火锅，让日子越过越火！
□ 本报记者 李小明

王风生王风生王风生：：：扶贫政策给了我精气神
□ 本报通讯员 高宏红

曹芝文曹芝文曹芝文：：：别样的春节，别样的温暖
□ 本报通讯员 任红生

雒俊旺雒俊旺雒俊旺：：：“在新家过年，一切都是新的”
□ 本报通讯员 王艳

任金虎任金虎任金虎：：：脱贫了，年过得更喜气
□ 本报通讯员 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