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4 日，当笔者走进方山县马坊镇红崖

湾村贫困户马永珍的散养北京油鸡基地时，第

一书记王建正在和马永珍商谈鸡场的经营事

宜。马永珍告诉笔者：“别看这后生年轻，但有

两把刷子。刚来村里走访时，发现我家的旧房

子外面有一片林地。但这林是村里人的，地是

村集体的。他就采用‘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建起了这个散养鸡场。由我们 4户贫

困户负责鸡的喂养，不到半年，我们就成了全

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红崖湾村距县城 28公里，三面环山，信息

闭塞，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是典型的贫困落后

村。2016 年，27 岁的王建在波兰攻读完植物

育种研究生专业后回国，被方山县政府以引进

人才的方式分配到该县农委工作。随后被选

派到红崖湾村担任第一书记。

王建到村后，了解到村里发展传统种植业

的弊端：因无霜期短，高产量的传统种植籽粒

玉米很难成熟，秸秆喂牛没有营养，利用价值

很低。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建获悉太原市阳曲

县三赢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甜玉米起点

高、市场稳定，且公司垫支前期费用，提供种

子、肥料，并按保底价每吨玉米棒子 900 元进

行回收。纯绿色的秸秆又是养牛的最佳饲

料，符合马坊地区养殖的特点，收入比传统玉

米每亩要高出 800 元左右。通过多次实地考

证，王建成功引进了甜玉米回收企业，2018年

实现订单种植甜玉米 300 亩，亩均收入达到

1800元。

2017 年，王建利用第一书记 10 万元专项

扶贫资金引进北京油鸡生态养殖项目，不仅

带动贫困户增收，而且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参与日常饲养的贫困户

每年可增收 6500 元，村集体一年稳定

收入 3000 元。2018 年 6 月 28 日，红崖

湾村北京油鸡生态养殖产品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获得品牌注册，正式使用“泓

崖湾”品牌。

2017年底，红崖湾村率先在全县实

现脱贫。昔日落后偏僻的小山村，一跃成为率

先脱贫的典型村。但王建并没有满足，他和村

“两委”一班人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

战略，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规划出了 4条发展

路径，即：调整产业种植结构，使传统玉米种植

向甜玉米种植转变，订单甜玉米种植由 2018
年的 300亩扩大到现在的 1500亩；大力发展订

单反季节蔬菜产业，订单西葫芦由 2018 年的

150 亩扩大到现在的 500 亩；大力发展养殖产

业，使传统养牛向集中饲养转变，实现了分散

养殖到人均 1头牛的集中养殖；扩大北京油鸡

养殖规模，从贫困户参与到覆盖全村散养。

王建说：“能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是我的荣

幸，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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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吕梁精神”推动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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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菜缺素：
危害特征

症 状 叶 片 发 黄 、生 长

慢，叶片小，不易转绿，但叶

脉仍绿，老叶叶片易卷缩，

茎秆小，根系不发达，开始

衰弱。

发病条件

施肥单一、不能满足生

长 需 求 、连 续 下 雨 或 是 干

旱。

防治方法

注意施肥习惯，补充中

微量元素和有机质；发生生

理性病害时，可用海藻素+
微肥叶面喷施。

空心菜害虫：
危害特点

虫态有成虫、卵、幼虫、

蛹 。 以 幼 虫 食

叶、花蕾、花及果

实，在甘蓝、白菜

上可蛀入叶球、

心叶，并排泄粪

便，造成污染和

腐烂。

防治方法

（1）及 时 清

除田间杂草，采

取秋翻冬耕等措施消灭越

冬蛹。

（2）田间注意及时摘除

卵块及被害叶片。

（3）诱杀成虫：成虫发

生期利用糖、醋、酒、水的比

例为 3：4：1：2，再加少量适

逢是虫液诱杀成虫。

（4）宜 在 1～2 龄 幼 虫

群居时进行化学防治，可选

下列药剂喷雾防治：

5%抑太保乳油 4000倍

液；或 5%农梦特乳油 4000
倍液；或 20%灭幼脲 1 号悬

浮 剂 500～1000 倍 液 ；或

25% 灭 幼 脲 3 号 悬 浮 剂

500～1000 倍 液 ；或 40%菊

杀 乳 油 2000～3000 倍 液 ；

或 40% 菊 马 乳 油 2000～
3000倍液；或 20%氰戊菊酯

2000～4000倍液；或茴蒿素

杀虫剂 500倍液。

刘现琪

“我代表全村人民说两句心里话。现在

我们村大变样了！2017年摘掉了‘穷帽子’！

现在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撸起袖

子加油干，争取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6月 1
日，周六，在临县白文镇李家湾村，村干部没

歇着，正整理村集体资产报表。57岁的村党

支部书记李增明，典型的黄土地汉子，皮肤黝

黑，声音洪亮，说起话来有力而振奋。

淳朴的话语里，我们深切体会到一个贫

困落后的乡村，在脱贫攻坚大背景下发生的

深刻变化。

时间轴拨回到 2017年 5月 6日。省委书

记骆惠宁在临县调研，当晚 11时来到李家湾

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在村里调研，他走访

贫困户、深入田间地头，特别是对李家湾生态

扶贫给予了充分肯定。村民李百顺对那一天

记忆深刻：“是刚过了谷雨节气不久，我们正

忙着种玉米，骆书记来了，问了收成和家里的

情况，鼓励我要树立信心，早日脱贫。”说起这

些，百顺老人心情依然激动。

两年多过去了，如今的李家湾村变了样，

不仅摘掉了“穷帽子”，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6年的 2135元增长到了现在的 4900多元，

3年翻了一番还多；而且村里的道路平整了，

街道干净了，李家湾村的人现在去镇里赶集

底气更足了。特别让李家湾人自豪的是 2017
年全国林业扶贫观摩现场会期间，全国各地

的参会人员学习李家湾扶贫造林合作社的典

型经验，李家湾在全国出了名。

李家湾大变样，原因在哪里？我们先听

听 61岁的李百顺老人的故事。

时值晌午，我们来到百顺老人家里，老两

口正准备做莜面饺子。见到曾经帮扶过他的

临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贺计平，老两口像

见了亲人一样迎进门。“我家有今天，多亏了

扶贫干部。”老人握着贺计平的手久久不放。

让百顺老人如此激动的缘由还得从 2014
年说起。那年他做了一次脑梗手术，花了几

万元，而且右手失去了干重活的能力。就在

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来了扶贫干部，

不仅帮助百顺老人报销医药费，还帮他家树

起信心，脱了贫。

如今，李百顺老人的日子过得正如他的名

字一样百事顺心。身体硬朗起来了，去年不仅

种了自己家的 2亩玉米地，还租了别人的 3亩，

每亩地纯收入 1200元；退耕还林 6亩地，每亩

地国家补贴 300元，总共补贴了 1800元；当上

了村里的护林员，一年工资 6000元……百顺

老人掰着手指头给我们一笔笔算账。

李家湾村后的路家峁山上，十几年前还

是光秃秃的黄土山。如今，四季常青，三季有

花。变化始于 2017 年。“我清楚地记得 2017
年春天我们村造林时的场景，”站在绿油油的

树苗前，李增明指着眼前的几座山跟笔者娓

娓道来，“开工的时间是当年的 3 月 13 号，那

一天，就这里，320 多号人一起干活，刨坑种

树，一眼望去，山上都是锄头挥舞的场景，知

道种树造林一天还有不少的工资可挣，村民

们可有干劲了！4000亩的造林工程，仅仅 40
来天，就基本完成了。”

白文镇镇长贺旭峰给笔者算了一笔账，

通过生态造林，可以给贫困户增加四方面的

收入：一是贫困户劳务收入。造林期间，10个

合作社平均每天投入劳动力总计 496 人，其

中，贫困劳动力 308人，人均可获得劳务收入

6840元。二是退耕还林政策性补贴。工程区

退耕还林 1400 亩，涉及李家湾村 410 户 1065
人，其中贫困户 118 户 225 人，每亩每年补贴

300元，户均补贴 5122元，人均补贴 1972元。

三是林业管护收入。利用新造林地管护项

目，聘请本村 6名贫困劳动力担任护林员，年

人均管护收入 5710 元。四是参与合作社经

营分红收入。合作社社员可按合作社经营收

入 7%-10%的利润，按股份占比参与分红。

变化的不仅是老百姓的日子，李家湾村

集体经济也破了“零”。6月 1日下午，笔者来

到村里的菌梓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

人李利勤正组织村里的贫困户采摘香菇。

2017 年，李家湾村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53 万

元，建起了占地 26 亩、拥有 19 座大棚的香菇

种植基地。2017 年底，全村 386 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参与分红，每人分红 75元。按照协

议，村集体头 3 年每年固定分红 6 万元，以后

村集体按照入股比例参与分红。集体有了收

入，村里的公益事业办得红红火火，有专门的

保洁人员每周清理公共卫生；日间照料中心，

8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供应免费午餐；行动不

便的老人，村里专门雇人担水挑粪……

李家湾脱了贫，变了样，但李家湾人奋斗

的脚步还没停歇。39岁的刘建峰今年 3月刚

接任临县政协驻李家湾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他告诉笔者，前不久村里召开了“改革创新、

奋发有为”大讨论专题组织生活会。大伙一

致认为，下一步李家湾要进一步发挥内生动

力，不等、不靠，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再立新

功，不辜负省委对李家湾的关怀和嘱托。

蔬菜苗期和开花结果

期是蔬菜病害的两个关键

时期，加强预防进行并且遵

循“无病防病、有病治病”的

原则，其效果较为理想。

苗期

这是蔬菜病害最易发

生的时期，主要有真菌引起

的 立 枯 病 、猝 倒 病 和 灰 霉

病，还有低温和土壤湿度过

大引起的沤根病。具体操

作如下：

①种子要进行消毒处

理 ，保 证 种 子 不 带 病 菌 。

②苗 床 要 用 无 病 新 土 ，并

用 药 剂 处 理 ，防 止 苗 床 带

菌 。③控 制 苗 床 浇 水 ，防

止苗床因湿度过大引发病

害。④夏季育苗应注意苗

床遮阴和降温。⑤加强苗

床管理，培育壮苗，提高抗

病能力。⑥发现病苗及时

拔除，立即用药

防治。

开花结果期

此 时 病 害

极易大流行，对

产量影响很大，

是 蔬 菜 病 害 防

治 最 关 键 的 时

期 。 发 病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蔬 菜

由营养生长转入生殖生长，

造成叶子养分及抗性物质

下降，抗病性降低，给各种

病菌的感染创造了有利条

件。

其防治方法如下：

①培育健壮植株，提高

植株抗病性。②加强田间

管 理 ，及 时 追 肥 及 叶 面 施

肥，提高植株营养，及时摘

除病老叶，加强田间通风透

光。

无病防病、有病治病。

在没有发病时，可喷代森锰

锌等保护剂进行预防，如发

现病害应立即喷施治疗剂

进行控制。一般来说，对于

疫 病 、霜 霉 病 等 常 发 性 病

害，在开花结果期应 7～10
天 喷 一 次 药 ，连 喷 3～4 次

即可控制。

李晶晶

日前，山西省植保植检

总站发布一代玉米螟发生

趋势预报。预计今年我省

一代玉米螟总体偏轻发生，

忻定盆地甜（糯）玉米集中

种植区以及南部春玉米产

区中等发生，发生面积 200
万 亩 。 南 部 6 月 上 旬 ，中

部、北部 6 月下旬至 7 月上

旬进入防治适期。

预 报 依 据 显 示 ，今 年

全省玉米螟病虫基数比上

年 增 加 25% ，比 历 年 平 均

值减少 50%；6 月全省降水

量在 37-97 毫米之间，与常

年同期相比，大

同、朔州、忻州、

运 城 大 部 偏 多

1-3 成 ，其 余 大

部 分 地 区 偏 少

1-3 成。降雨偏

多 的 高 温 高 湿

地 区 有 利 于 玉

米螟的发生，特

别 是 甜（糯）玉

米 集 中 连 片 种

植 区 ，为 玉 米 螟 提 供 了 充

足的食料来源。

针对我省一代玉米螟

的发生趋势及为害特点，提

出以下防治建议：

秸秆粉碎还田，减少虫

源基数；越冬代成虫羽化期

使用杀虫灯结合性诱剂诱

杀；成虫产卵初期释放赤眼

蜂灭卵。心叶末期喷洒苏

云金杆菌制剂，或用氯虫苯

甲酰胺、噻虫嗪、高效氯氟

氰菊酯等药剂与甲维盐复

配喷施，兼治蚜虫和红蜘蛛

等害虫。 杨晓青

李家湾村为啥变了样
□ 王少科 刘生锋

近年来，兴县

蔡家崖乡积极探

索 综 合“ 绿 色 经

济”开发之路, 大

力推进生态经济

型林业工程建设，

促进生态建设与

乡村旅游开发相

结合。全村在北

山种植杏树 1258

亩，核桃树 500 多

亩 ，试 种 桃 树 30

多亩。现在已有

部分杏树开始产

果销售，预计年增

收达 100多万元。

记者 郭炳中 摄

小山村的“海归书记”
——记方山县农委植保站站长、红崖湾村第一书记王建

□ 王少科 肖继旺

长期以来，我们

在扶贫工作上，资金

和物质投入非常大，

而贫困户的精神心理

特征往往被忽视。其

实，精神贫困是一个

更加隐蔽、更加可怕

的社会现象。

我 们 追 求 的 脱

贫，是可持续强动力

的稳定脱贫，立足于

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

动力，提高贫困户的

发展能力，扶贫先扶

志，因长期贫困，眼界

不开阔等，贫困群众

往往安于现状，缺乏

干劲。有的贫困户不

思进取，“等、靠、要”，

争当贫困户，以能拿

到低保为荣，还有一

些贫困户好逸恶劳，

染 有 迷 信 、赌 博 、酗

酒 、甚 至 吸 毒 恶 习 。

对此，应加强宣传教

育，多和他们交心，耐

心引导。以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脱贫致富贵在

立志”，逐步改变贫穷面貌。通过树立

脱贫致富的典型，用身边的榜样帮助

贫困户树立脱贫信心，引导他们动起

来，干起来，并借助帮扶单位干部职工

的智慧，变“输血”为“造血”，点燃贫困

户脱贫致富的理想，让勤劳致富作为

主流，广大贫困户通过苦干实干，过上

幸福生活。

脱贫攻坚不仅要改变贫困户的生

产生活环境，还要改变他们的心理环

境，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而精神扶贫

要从多方面来做。

第一，加强宣传教育。要从儿童

教育抓起，让贫困户从青少年开始，树

立起自强不息的精神。其次加强对贫

困群众的科学、文化、道德、法制方面

的教育，引导当地形成与市场经济和

现代精神文明相适应的观念、生产生

活方式和发展模式，激发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的热情。

第二，加强配套服务，改进帮扶方

式。要为贫困户量身定做针对性强的

组合式的服务措施，加强道德教育和思

想帮扶，宣传政策，疏导情绪，缓解家庭

矛盾和家庭负担，促进贫困户思想的转

变，增强勤劳致富的信心。脱贫攻坚，

帮扶必不可少，但扶贫不能“干部忙前

忙后帮着干，群众背着手一边看”。一

定要让贫困群众成为主角，在实干上增

强能力。比如，请贫困群众外出参观，

学习人家怎么把产业发展好；再发动党

员干部，能人大户带头做示范，让技术

员面对面、手把手教，慢慢地贫困群众

心里有了底，干了起来，干着干着就干

出了门道，逐步就能发展壮大。

第三，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联系，推

动贫困地区人口流动。一方面，一些

单位和企业到贫困村帮扶，带来一些

先进的思想和技术，通过与当地贫困

户的交流，给予他们触动，带动贫困户

转变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另一

方面，贫困群众通过外出务工体验另

一种生活方式，学习到一些新思想、新

技术，这些都能引起他们精神面貌上

的改变。

扶
贫
重
在
扶
精
神

□
徐
龙

蔬菜苗期和开花结果期
易发生病害的防治

空心菜缺素及害虫防治

一代玉米螟部分玉米产区中等发生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杏儿丰收杏儿丰收，，杏农忙碌不停杏农忙碌不停

杏儿熟了杏儿熟了，，一位老农正在自家的地里采摘一位老农正在自家的地里采摘，，喜不自胜喜不自胜。。

优质可口的杏儿优质可口的杏儿，，吸引来城里的大人小孩采摘购买吸引来城里的大人小孩采摘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