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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区信义镇任家沟村位于离石区与方

山县交界处，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区位优势

突出，209 国道、环城高速穿村而过，南倚玉林

山，北邻武当山，距离石城区约 26公里，由 7个

自然村组成，总土地面积 1290.92公顷，其中耕

地 2200 亩，总人口 96 户 208 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 35 户 70 人。党员 14 名，村干部 7 名。

该村是一个以种养殖为主的纯农业村，2016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2570 元，低于全区平均水

平。

2016 年以来，在离石区脱贫攻坚的总号

角下，在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游福

海同志、下乡包村单位区审计局和驻村第一

书记“三支力量”的指导、组织、协调下，以区

委“三抓五化”党建工作机制为指引，以“三基

建设”为保障，着眼发展，提出了“3436”抓党

建、促脱贫工作法，把党的建设作为推动该村

全面奔小康的持续动力。几年来，该村立足

实际抓调研、理思路，积极探索脱贫模式，创

新部门联运、融资机制，走出一条纯农业村的

小康路径，具体实施了产业扶贫、交通扶贫、

异地搬迁、生态扶贫、光伏扶贫、文化扶贫、科

技扶贫、金融扶贫、劳务输出等“多元扶贫多

管齐下”的路子，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形成一

幅“撸起袖子加油干、脱贫攻坚谱新篇”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醉美山村”的魅力画卷。

“原本想着自己这辈子命太苦，再遇不

上什么好事。没想到老了老了，政府不用

我花一分钱，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刘

毛虫住在整齐的平房里，大笑着说。

今年 66岁的刘毛虫是离石区信义镇任

家沟村村民。去年，她所在的自然村雷家

山整村移民搬迁到任家沟自然村，因为她

家是贫困户，所以没有花一分钱就住到了

新房。

刘毛虫家的新房子约 50 平方米，两室

一厅一厨一卫，电视、茶几、沙发、窗帘布、

床都由政府配备。

“村干部说政府修建的移民房，就是让

我们‘拎包’就可入住。”刘毛虫说，“在这边

我住着挺好，房间安全、宽敞、亮堂，生活方

便，现在的日子比移民搬迁前不知好了多

少！”

此前，她家一直住在年代久远、破烂不

堪的土窑洞里。旧窑洞是在雷家山的土山

上挖出来的，由于年久失修，一到雨季，“屋

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他们为此不知度

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刘毛虫的两个女儿均已出嫁，儿子搬

到大女儿的村子，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

刘毛虫和今年 70岁的丈夫武忠完以务农为

生，几年前年收入不到 5000 元。刘毛虫被

确诊为糖尿病，常年吃药，需要不少钱,生活

因此更拮据。2015 年，刘毛虫和老伴因病

被识别为贫困户。

“儿女指望不上，但是有政府想着我

们。”刘毛虫满脸自豪地说。

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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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毛虫老两口搬到了离老房子 1.5
公里之外的任家沟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

“除了种地回雷家山，不种地了一次也

不想回去。”刘毛虫说。

易地移民搬迁的同时，刘毛虫一家也

享受了其他扶贫政策。

2017年，刘毛虫老两口成功脱贫。

笔者在她家的“贫困户政策落实及收

入统计表”上看到，2018 年，刘毛虫老两口

享受的帮扶政策一共有 5 项，总收入达到

19787.04元。

“现在这日子大不一样了,感谢党的好

政策和好干部。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刘毛虫不止一次地表达她对党的感激

之情。

脱了贫的刘毛虫和老伴闲不下来，老

两口会回雷家山种种地、喂喂牛，一年下

来，又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刘毛虫说：“新

家离老房子也就里把路，种地、住新房两不

误。”

刘毛虫老两口只是离石区易地扶贫搬

迁户的缩影。仅在任家沟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就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 24 户 49
人。而在离石区，十三五期间，全区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1705 户 4216 人靠着政府的

好政策住上了新房。

本报讯 （记者 李小明）“我老得爬不动

了，就靠核桃树生活了！”4月 16日，77岁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吉贵锁大声说道。

吉贵锁是离石区信义镇任家沟村人，前些

年村集体给他栽了二十几亩核桃树，但是因为

无人管护，产量一直达不到预期效果。

“枝条太密，就是往高冒，死枝也多。挂果

少，落果厉害。不管护，一年不如一年。”吉贵锁

的儿子吉根兔回忆当时的情况。

2015年，离石区核桃林提质增效精准扶贫

进入该村，为他免费管护三年。2016 年，还给

他改良品种，嫁接了市场占有率高的“礼品二

号”核桃树。

“共产党好，啥也不用我管，就给我把事全

办了。”吉贵锁笑眯眯地说。

管护核桃树后，第一年产量不行，第二年效

果明显，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二三十，收入达到一

万多元。他的“礼品二号”核桃今年也能挂上果。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怎么管护了。”吉根兔

扬着眉毛说。

吉贵锁腿疼、胳膊疼，胃也不好，已经没有

劳动能力，按正常年景算，他靠核桃树就可以过

上宽裕的生活。

任家沟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分几

批陆续在 5个自然村栽植了 1470亩核桃树，大

多数农户有核桃树，人均 7亩多。

“我们这儿人少地多，人们没在意核桃树的

管护，任由它生长。”任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杨润

平说。2011年的时候，和现在面积差不多的核

桃树，年产量只有 20 多万斤，总收入二十六七

万元，人均 1300多元。

核桃提质增效精准扶贫给任家沟村果农带

来了新变化。他们跟上区里派来的技术员学习

技术，知道了核桃树管护的门道。大家组织成

立了离石区福家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

2018年开始，自家组织管护核桃。

杨润平还利用自己牵头成立的离石区振亚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购买了脱皮机、烘干机，

采用“合作社+能人+果农”的模式，对核桃进行

粗加工，增加附加值。

2017 年，该村核桃产量达到 45 万斤，总收入达到 54 万元，人

均 2700元。

“全凭党照顾，我才能过上现在的生活。”吉贵锁满脸欣慰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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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石区信义镇任家沟采访，

大道边的一处工地上，坡面上的一

行大红字猛地映入眼帘——任家

沟天然恒温贮藏洞项目。大字下

面是呈人字形的一长排窑洞，左面

窑洞大书“小杂粮初加工基地”，右

面窑洞大书“蔬果野菜集散处”。

新颖别致的建筑设计，把记者一下

子吸引住了。

爬上坡梁上的工地，呈现在记

者面前的是两丈见方的两个大洞

口。工程负责人郭利平向记者介

绍：“这就是在建的恒温贮藏洞。”

进入大洞，只见四下里灯火通明，

洞内宽有六米，深有五六十米，两

洞中间又有横道连通。郭利平介

绍：“洞内总面积 1万多平方米，可

贮 藏 货 物 2000 多 吨 。”这 样 的 大

洞，冬暖夏凉，可常年保持恒温，正

是食品贮藏的好场所。

这一恒温贮藏洞项目，是任家

沟村引进的新兴农产品加工项目，

投资主体是离石区育民食品有限

公司。建成后，将成为企业在村里

的食品原料贮藏基地及初加工基

地。

任家沟村人少地多。脱贫攻

坚以来，经过广泛论证，认定任家

沟脱贫致富根本上要依托农业产

业做文章。离石区育民食品有限

公司进驻后，将运用“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农户”的生产运营模式，

由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民订单种植

农产品，回收后再由企业按照市场

价统一收购。

“这样的模式，使得农民成功

规避市场风险，确保有粮种，有钱

赚。”提起企业扶助，村支部书记杨

润平眉飞色舞，“企业收购农产品

后，还可就近进行初加工，或者直

接贮藏于这里的恒温仓库，服务于

反季节销售，产生额外价值。真可

谓一举两得。”

除了育民食品的恒温库，村里

还整理了沟坝地 600 多亩，加上附

近的荒地、滩地，引入山西吕龙建

筑有限公司，准备建设千亩农业产

业园。目前已经达成运营共识。

双方合作后，企业一年支付村里 11
万元，自主种植土豆、玉米等，兴办

休闲农业，带动村里发展第三产

业。

招商引资、企业帮扶已经给这

里的农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2018年冬季，贫困户胡虎在恒温贮

藏洞项目当小工，二十几天时间挣

了 2900 多元，家里的三间房子、一

个厨房被工队租用，他获得租金

3000多元，于去年一举脱贫。

面对记者，胡虎喜滋滋地说：

“在恒温库打工挺划算，等到农业

产业园开工了，我还要去那里种

树、种庄稼。引进企业帮扶就是管

用，咱农民守在家门口，就能挣到

工资。这日子，全靠共产党的好政

策啊！”

任家沟天然恒温贮藏洞项目任家沟天然恒温贮藏洞项目。。李小明李小明 摄摄

离石区信义镇任家沟村村民正在修剪核桃树。 梁旭红 摄

早春玉米管理重点是保证

适时播种、提高出苗率、确保苗

齐苗壮。

春耕 今年我省春季降水

量 一 般 ，保 墒 尤 其 是 播 种 层

（0～10 厘米）墒情是春耕首先

应考虑的。春天不动土直接播

种或尽量少动土，以平整适宜

播种为宜。如果秋季没进行深

耕，在春天土壤解冻采用深松

施肥一体机进行深松施肥（深

度 30 厘米左右），然后浅旋镇

压播种。

选种 要选“保险”种。所

谓“保险”种，就是在当地种植

至少两年并表现好的品种。对

于在当地没有种过的“新鲜”

种，要通过试验试种，再扩大面

积推广。还应根据耕地条件选

种。水肥条件好的地块，应增

加密度，选耐密型品种。水肥

条件一般或者是降雨量较少的

旱地，大穗品种和耐密品种均

可选，生育期要适宜。应到正

规销售网点去购买种子，不要

图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种子。

播种 播种前应对所购种

子进行一次抽样发芽试验，如

果是单粒点播，发芽率不能低

于 95%。 要 根 据 地 温 进 行 播

种，一般在 5～10 厘米土层最

低温度稳定在 10℃时即可进行

播种。一般播深 5～7 厘米为

宜，墒好易浅，墒差易深。播种

要检查播种质量，如出现播种

深度不一致、播到干土层上或

者是有断条现象要及时与拖拉

机手沟通，及时纠正。播种后

要及时镇压。密度要严格按照

品 种 说 明 要 求 的 密 度 进 行 播

种，要选择播种效果好且播种

机和操作水平较高的机手进行

播种。

施肥 米的施肥方法要根

据气候条件、种植密度、土壤肥

力水平、施用肥料的种类和数

量而灵活应用。基肥要施足，

种肥要适量。一般来讲，磷肥、

钾肥可作为底肥一次性施入。

氮肥要分次施，底肥施 30%，追

施 70%。建议施底肥采用随深

松机施肥，如果地表撒施应再翻

入土中。追肥一般采用沟施或

穴施。深度 5厘米以上，离苗 10
厘米左右，注意不要烧苗。

病虫害防治 地下害虫种

类主要以金针虫、蝼蛄、蛴螬、

小地老虎为害，其对玉米产量

影响很大。可在玉米播种前，

每 亩 用 50％ 辛 硫 磷 乳 剂 0.25
升，拌和细土 25～30 公斤，制

成毒土，均匀撒施于地面，并随

即耕翻入土。也可购买种衣剂

里含有虫剂种子。玉米苗期病

害主要是腐霉菌、串珠镰刀菌

引起的猝倒病、苗枯病和根腐

病等。防治猝倒病，可用 10%
适乐时水剂或 5%根宝 50～100
毫升拌种子 50 公斤；当发现幼

苗 萎 蔫 或 凋 萎 病 株 时 ，可 用

72.2%普力克水剂 500～800 倍

液、58%雷多米尔锰锌可湿性

粉剂 500 倍液或 72%克露可湿

性粉剂 600倍液喷雾。

村企合作奔富路
□ 本报记者 梁瑜

任家沟文化休闲园任家沟文化休闲园。。李小明李小明 摄摄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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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4
月 17 日，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任汤俊权带领调研组一行，

来我市专题调研大数据发展应

用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郭

震威出席座谈会，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孙晋军、郭卫民及相

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调研中，汤俊权一行先后

到吕梁军民融合研究院、华为

吕梁基地，实地听取大数据发

展 应 用 情 况 介 绍 。 在 座 谈 会

上，市大数据局、市发改委、市

行政审批局等部门负责人汇报

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汤俊权对我市大数据发展

应 用 取 得 成 绩 给 与 高 度 的 肯

定。他强调，吕梁市大数据发展

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这些得益

于吕梁市委、市政府在推动项目

落地中做了大量工作。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重点要创新发展思

路，搞好顶层设计，在持续引进

人才上下功夫，整合各方面资

源，抓住吕梁独有的资源优势，

扎实推进大数据发展应用。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4
月 17日，我市举行为烈属、军属

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仪 式 暨 离 石 区 悬 挂 光 荣 牌 仪

式，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张

选，副市长刘晋萍出席活动。

刘晋萍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老功臣、老英雄、烈军属、退

役军人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

她说，光荣牌虽“小”，但分量很

“重”，承载了对军人家庭的尊

崇 和 信 仰 ，是 崇 高 的 政 治 荣

誉。吕梁作为革命老区，有着

良好的双拥传统，做好退役军

人服务保障工作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我们将以悬挂光荣牌活

动为契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大力营

造优待烈属军属、关爱退伍军

人的浓厚氛围。要精心组织，

扎实做好悬挂光荣牌工作；要

重宣传树典型，大力发掘和宣

传英雄故事、典型事迹，在全社

会营造尊崇军人、敬重英雄、关

心国防、热爱部队的社会氛围。

张选宣布悬挂光荣牌工作

正式启动。随后为光荣之家代

表授“光荣之家”牌，并前往老

红军刘金彪、军休干部侯志德、

伤残军人张春生家中为他们悬

挂光荣牌。

省人大调研组来我市专题调研
大数据发展应用工作

我市举行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
悬挂光荣牌启动仪式暨离石区悬挂光荣牌仪式

春玉米早春种植管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