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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农历三月二十九是个好日子，柳林

县柳林镇沙圪 村的刘志龙，给儿子娶

媳妇办喜事，就选择了这一天。

一早起来，家中宾客盈门，张灯结

彩。九点多乐器演奏队，舞蹈队如约到

齐，声乐大作，好不热闹。十二点大队人

马出发迎亲，下午两点多娶亲队伍回家，

仪式过后，众宾客一起到饭店饮酒庆贺。

这已经是当地农村办喜事的普通

风俗，也是乡村百姓感情交流，民间礼

仪的普遍形式，多少年来深入民心，广

受欢迎。

当地乡间，娶亲当日款待宾客，集

中为上下午两顿美食，上午是汤菜、油

糕，下午则为桌菜大餐。上午的汤菜，

主料是豆角、白菜、豆腐、粉条、猪肉，油

糕则是上好的糕面，包上红枣或者红

糖，只需咬上一小口，就见黑油油的枣

馅或糖馅露出，诱人食欲。这都罢了，

最稀罕的是，近几年来，饭食标准大大

提高，口味翻新，又新增红烧肉、鸡蛋，

肉和蛋都放于小型锅子内，置在酒精炉

上，成为一个小锅仔。宾客吃汤菜时，

尽可随意添加肉、蛋，比之从前，形式翻

新，口感也强了许多。

至于下午的大餐，更不必多说，鸡

鸭鱼肉在此间早已是宴席常备，大虾、

螃蟹、贝类等海鲜也不鲜见。一切都是

主家花钱消费，饭店依价上菜，全按商

业规则行事，与城市已经完全接轨，绝

无二致。

看着这华丽的陈设，精美的宴席，

令人不禁想到筚路蓝缕的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那个时候，县域经济普遍不发

达，百姓吃穿住行常常处于不足状态，

有的群众生活还很贫困。村里一家办

喜事，几乎成为了所有亲朋屈指可数改

善生活水平的机会，即便那时喜宴水准

平平，食料不过尔尔。

那时候，宴席极少在饭店订购，基

本上都是主户聘请大厨在家置办。买

菜、买肉、买面都是自家人忙活，做一场

事宴，时间都忙碌在了做饭、吃饭上。

宴席食材也较为简单，不成什么档次，

鸡鸭是稀罕物事，市场上基本买不到，

鱼肉也特别罕见，肉食倒是有，也就是

猪肉、羊肉翻来覆去炒那几个菜，肥腻

腻的，也不讲究什么绿色健康。就拿上

午这顿糕菜来说吧，汤菜往往淡而无

味，粉条多而猪肉少，至于小锅仔、烧

肉、鸡蛋更是没影的事情。

沙圪 村村民刘喜成和媳妇田巧是

在 1982年结婚的，回忆起当年的结婚喜

宴，刘喜成感慨道：“邀请了本家、亲戚

和左邻右舍，就在自家

院子里开的喜宴。烧了

八九个菜，今天看来，也

就是家常便饭。”

“与今天相比，那真

是 一 个 天 上 ，一 个 地

下！”刘喜成总结说。

这么些年，柳林农村喜宴水准不知

提升了多少倍。2018年，柳林县社会生

产总值完成 175.8亿元，同比增长 16.1%，

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到 30120元、11408元，分别增长 6%
和 7.8%，均创历史新高。老百姓腰包鼓

了，手头也宽裕了。

沙圪 村地处富矿区，柳林县煤炭

资源大开发，这里的乡村经济尽得风气

之先，村民们打工、经商、跑运输不一

而足，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大的获益

者是基层群众。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消

费能力大大提升，健步追逐城市高层次

生活，早已不再是农民朋友单纯的梦

想，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

灿烂前景了。

喜事办好，还要办新、办活。近

几年来，破除婚丧陋俗，提倡文明节

庆之风，在柳林农村也悄然兴起。自

觉摒弃铺张浪费，开展文明节约，最

大程度地确保生态、卫生、环保，让

百姓得到最大实惠，已经成为城乡百

姓的共同追求。在沙圪 这个小村，也

同样如此。

婚礼庆典上，烟花爆竹的轰鸣声少

了，代之而来的是电子炮、同心结；礼宾

车数量少了，更流行轻车简从，夫妇“双

双把家还”；喜宴菜肴档次提高了，可更

重视健康卫生，开展“光盘行动”，浪费

闲置现象也大大减少。

与这一切相适应，婚庆基础设施也

随之大改善。单为服务村民们办喜事，

在村里开的大饭店就不下三家，保全饭

店、中和饭店，加上才开业的德盛隆饭

店，家家规模宏大，装饰豪华，礼仪台、

电子屏、霓虹灯一个不少，比起城市里

的酒店，条件一点不差。较之前十几二

十年，偌大的村子里只有个别的小吃

店、小面馆，那环境、那场面、那品味，简

直就是天翻地覆。

山 乡 喜 事
□ 本报记者 梁瑜

方山县马坊镇西沟村共有 117 户、327
口人，贫困户 74户、188口人，目前全村有牛

320 头，已经基本达到了人均一头，仅这一

项一个人一年就可收入 4000元左右。

正如西沟村所显示，肉牛产业作为传

统畜牧产业,已逐步成为我市不少农民增收

的主导产业之一。然而肉牛产业化建设任

重道远，仍然存在良种化程度低，经营粗

放分散等问题,导致带动农民增收效果不理

想。

产业层次尚属低端

我市山多川少、牧坡草地广阔,畜牧业

资源丰富,发展肉牛养殖产业条件得天独

厚。然而,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肉牛品种

参差不齐,良种化程度低,养殖效益不理想,
仍是这一产业提质增效的主要矛盾。

在方山县马坊镇畜牧区，记者走进养

牛户刘来春家。刘来春原来养牛 3头，2017
年从信用社贷款 4万元买了 5头牛，去年又

下了 2个牛犊，在村里算是养牛大户了。

刘来春不无担忧地说：“养牛生意不好

做了，饲料贵不说，咱山区的牛普遍肉质也

不行，价格上不去。”

为啥肉牛质量差，价格上不去？源于

长期以来的传统粗放式经营,制约着肉牛产

业的升级上档。在马坊、圪洞等传统产区，

老式放牧仍大面积存在,诸多山区养殖户采

取的还是肉牛“五月出坡十月归”的自由放

牧方式。大批牛群在深山自然采食，饲料

良莠不齐。养殖户越冬饲料储备不足,“秋

肥、冬瘦、春死亡”现象还很严重。

龙头企业薄弱,产业链条不完善。肉牛

生产周期长、投入大、效益低,特别是规模化

肉牛生产,流动资金占用量大、占用期长,因
此发展缓慢，数量不多。即使个别企业有

心做大，也因养殖融资及贷款困难,延伸链

条难上加难,迫使这类龙头企业仅仅保命运

营,不能充分发挥带动性。

山西万通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在方山，实

施“担保农户贷款、垫付农户牛款、投放农户

母牛、回收牛犊逐年还本”的订单模式,初衷

是带动农户增收实现双赢,但由于自身流动

发展资金有限,再加上融资、贷款困难,目前

基地、农户、自身规模推进上进展均较缓慢。

依托现代体制发展肉牛产业

大力发展现代经营体制，实施重点品

种推广,提升肉牛品质,应成为促进肉牛产

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这是记者在

采访中感悟最深之处。

养殖技术人员介绍，良种良繁、良种良

效是畜牧养殖发展的必然规律,我市黄牛改

良有所欠缺，就在于传统放牧为主的生产

形式持续存在，导致产品滞后问题严重,肉
牛品质未得到大幅提升,造成养殖效果，产

业收益均未达到预期。

既然如此，就要鼓励合作化生产,解决

分散养殖弊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肉牛

养殖业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许多农

户从肉牛养殖中未能得到理想效益,出现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养牛心态。因此,
大力推进以村为单位、以合作社为单位整

合养殖资源,把分散经营的农户有效联合起

来,适度规模发展,打造专业村、专业合作社,
提升肉牛经营水平迫在眉睫。

好在，一些有远见的牧区已经在实时

地进行改进。“目前，全镇养牛户有 1104户，

牛存栏总数 9000 头左右，有 6 个相当规模

的养殖场。在发展养牛中，镇里在抓好能

繁母牛自身繁殖基础上，大力推广贷款养

牛。”马坊镇镇长薛晋军介绍道。

截至目前，方山县邮政储蓄银行发放

养牛贷款 400万元，方山县信用联社马坊信

用社发放养牛贷款 748万元，也为全镇肉牛

养殖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

整合资金扶持龙头企业,推进产业链建

设势在必行。龙头企业要发展壮大离不开

基地和农户,基地和农户同大市场接轨离不

开龙头企业带动。因此,必须大力扶持并推

进“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机制模式,
不断加强扶持龙头企业建设,延伸产业化链

条,扩大龙头企业的社会效应,提升龙头企业

产业化经营水平,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

推动精深加工,打造吕梁牛肉品牌。我

市牛肉生产不仅生产不统一,销售和包装方

面也有差距,只有进行牛肉深加工,生产不

同类别的牛肉产品,按照不同层次的消费需

求,才能获得高附加值回报。因此,在规范

牛肉生产行为的同时,还应大力扶持牛肉熟

制品和高档冷鲜牛肉分割小包装产业,打造

我市牛肉产品品牌。

本报讯 一排排绿油油的甜瓜秧，整齐地排列

在棚间地头。在瓜农的精心培育和春日暖阳的映照

下，一株株长势喜人的甜瓜秧争相吐蕊，早早地挂上

了果，熟透的甜瓜更是瓜香四溢，惹得远道而来的宾

客陶醉不已，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这美妙的景象。

5月 1日，在柳林县石西乡上庄村宋兵计的温

室大棚旁，有几位游客在快手上看到石西乡上庄

村热卖甜瓜，便带着朋友远道而来品尝。

“哈哈，你们来得迟了，一早就被陕西来的客

人买走了。”宋兵计笑着说，“刚上市，东西少，买的

人却不少”。

今年 61 岁的宋兵计和 59 岁的刘成平承包了

三个温室大棚，种植西瓜、甜瓜和草莓四五年，已

经在方圆十几里成为脱贫致富的名人。

和宋兵计、刘成平一样，上庄村从事温室大棚

的农户有近 30家 50多个大棚，他们利用大棚种植

瓜果、西红柿，在收获着喜悦。

柳林县石西乡上庄村位于黄河岸，村内盐碱

沙性土壤非常适宜种植甜瓜、西瓜、西红柿。近年

来，该村结合乡里“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按

照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经营、集约化发展、科学化

管理、品牌化运作、市场化营销的模式，积极鼓励

和扶持村民发展大棚种植，种植面积达五十余

亩。去年，该村西瓜、甜瓜产量 20余万斤，收入四

十万元左右。

西瓜下市以后，瓜农在大棚内又开始种植西

红柿。上庄村村民刘政仪于 2015 年成立了山西

黄河鑫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了十个大棚种

植西红柿，每棚产量 20000到 25000斤。刘政仪不

仅在西红柿种植上大下功夫，而且在西红柿酱的

加工上也深入研究，投资引进了一套西红柿酱生

产线，年销量达 30万斤。

大棚经济鼓了上庄人的口袋，富了百姓的生

活。 （李勤）

本报讯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进

一步加强市行本部服务支撑支行三农金融工作，

建立三农金融业务“三个一”工作机制，实现三农

金融业务高速度高质量发展。

“三个一”工作机制即：每季一次业务培训、

每季一次研讨分析、每季一次交流座谈。“一次业

务培训”就是以常态化理论培训为基础，以实地

实践为主要手段，以创新的培训模式强化培训效

果考核，提升全市三农金融队伍素质；“一次研讨

分析”就是结合内外部形势，差异化分析全市所

辖县域支行工作亮点、存在问题和困难，以解决

突出问题为目标，在县域之间形成相互借鉴、相

互帮助的发展氛围；“一次交流座谈”就是建立学

习交流机制，坚持开展典型做法分享，文字交流

和实地观摩相结合，复制推广典型做法。

“三个一”工作机制通过创新培训模式，明确

发展方向，建立交流机制三项主要内容，使得全

行切实在学懂弄通上下功夫，切实在提高队伍能

力上下功夫，从而达到切实解决机构间发展不均

衡、市场拓展无抓手、信贷员单产偏低等突出问

题，不断提升防范和处置风险能力，在严防信贷

领域腐败问题发生的同时，加快全市三农金融业

务发展。

“三个一”工作机制推广以来，全市三农金融业

务发展机制逐步理顺，业务逐步迈入快车道。截至

到 4月底，全市三农贷款业务累计发放数 1.98亿元，

结余净增达到 6724万元，同比净增达 680 %，实现

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刘剑恩 王利芳）

肉牛产业，如何真正“牛”起来
□ 本报记者 梁 瑜

大地返春，各地春耕春播普遍展开。

图①兴县东会乡农民在机播玉米。

图②临县三交镇农民在机耕。

李小明 摄

业知识业知识

应根据以下原因来判断旺

长原因，有效控制辣椒旺长，增

加辣椒坐果率。

1、温度问题：辣椒对温度

要求不是太高，但夜间温度偏

高往往造成旺长，辣椒缓苗期

至 开 花 期 ，白 天 适 宜 温 度 为

26℃左右，夜间为 16℃左右；结

果期适宜温度为 28℃左右，最

高不宜超过 32℃。

防治方法：加大放风力度，

降低温室温度，避免温度过高

出现的辣椒旺长。

2、浇水问题：辣椒的根系

较弱，过旱或过涝都会影响其

根系的生长，随着温度升高蒸

发量加大，农户往往会加大浇

水量来缓解症状，要是浇水过

大或过多，使土壤

湿度加大，湿度大

往往造成落果落花

严重。

防 治 方 法 ：应

小水勤浇，保持土

壤见干见湿即可。

3、密度过大或

氮肥施用过量：辣

椒 适 宜 密 度 为

2200～2400 株/亩 ，

密度过大往往会造

成旺长，加上辣椒对钾肥需求

较高，因此在施用肥料时避免

过量施用氮肥，多施高钾肥，避

免因高氮造成植株旺长。

防治方法：降低氮肥的使

用量，增施磷钾肥和黄腐酸有

机肥，避免因偏施氮肥导致辣

椒旺长。

4、根据苗情留取门椒：在

辣椒生产过程中，农户往往考

虑母大儿肥和没棵就没有大果

实的想法，往往易摘除门椒，调

节植株生长，因此根据苗情留

取门椒，调节植株生长。

防治方法：根据植株情况，

调节辣椒生长，避免因摘椒过

度导致旺长。

杨丽清

辣椒出现旺长怎么办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1、不宜浸种催芽 因为种

衣 剂 溶 于 水 后 ， 不 但 会 使 种

衣 剂 失 效 ， 而 且 溶 水 后 的 种

衣 剂 还 会 对 种 子 的 萌 发 产 生

抑制作用。

2、不 宜 常 规 发 芽 率 测 定

因为包衣种子的试芽、测芽试

验非常复杂，技术要求较高，

并且不易掌握，常规测芽方法

不但发不出芽，而且还会使种

子丧失使用价值，甚至发生药

剂 中 毒 事 故 。

所 以 使 用 包 衣

种子，可不必进

行试芽、测芽试

验，直接使用即

可。

3、不 宜 与

敌 稗 类 除 草 剂

同用 先用敌稗

除 草 ，必 须 3 天

后再播种；若先

播种就不要再用此类除草剂。

4、不 宜 用 于 盐 碱 地 播 种

因为种衣剂遇碱即会失效。所

以在 pH值大于 8的地块上不宜

使用包衣种子。

5、不 宜 用 于 低 洼 易 涝 地

因为在地下水位高的土壤环境

条件下使用，包衣种子处于低

氧环境，极易造成包衣种子酸

败腐烂，引起缺苗。

李镇

使用玉米包衣种子“五不宜”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柳林县上庄村

大棚经济鼓了老百姓口袋

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

助推三农金融业务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马温博） 5
月 6日，吕梁市绿色农业专家工

作站挂牌仪式在离石区信义镇

举行，这标志着“九吕合作”的

第一个项目正式落地生根。省

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郝建新，

副市长尉文龙，市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吕梁支社主委、市“九

吕合作”领导组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薛爱平以及首批进站专家

等参加挂牌仪式。

郝建新指出，吕梁市绿色

农业专家工作站的成立，是将

“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

成果转化为真抓实干行动的具

体实践，也是“九吕合作”、会企

协 作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举

措，必将翻开吕梁市农业经济

作物和大田作物高质量发展的

崭新篇章。

尉文龙强调，农业科技团

队来吕梁推广绿色蔬菜种植技

术，制定绿色蔬菜种植标准化

规程，建立绿色蔬菜生产基地，

必将有力带动我市设施蔬菜产

业发展，有力助推我市农业产

业振兴和脱贫攻坚。他希望工

作站专家们能够尽早形成科研

成果，加快示范基地建设，加大

技术推广力度，带动吕梁农业

产业发展，助力农民早日脱贫

致富；科协部门能够加强对工

作站科研工作的指导和支持；

离石区相关部门和信义镇要珍

惜机遇，精心为工作站各位专

家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把信

义 镇 的 绿 色 蔬 菜 首 先 发 展 起

来。

吕梁市绿色农业专家工作站挂牌成立

①①

②②

尉文龙出席全市河长工作视频调度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 梁英

杰） 5月 9日，副市长尉文龙出

席全市河长工作视频调度会，

通报生态环境存在问题并提出

整改要求。

会议安排部署了全市河流

水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排 查 整 治 工

作，按照总河长主抓、县（市、

区）政府为责任主体、相关责任

单位协同配合的原则，在全市

范围迅速开展专项行动，全面

排查流域内黑河、臭河、垃圾

河，彻底摸清污染物的来源、查

找原因、研究对策，逐河逐点制

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立即

组织县、乡河长对辖区内所涉

河流开展巡查工作，对各类影

响河流水生态环境的问题逐一

排查。

尉文龙要求，一是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做好排

查整改工作；二是认真梳理存

在问题，落实主体责任；三是立

即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集中打

一场环境整治的攻坚战，对河

道污染进行重点排查；四是要

加大排查力度，严肃处理影响

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五是加

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氛围，

掀起全民治理的宣传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