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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 通迅员 李春
辉）“电力足了，水也够了，园子里的蔬菜

水果长势好，今年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近

日，孝义市东蔚庄村恒丰冉起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张维高兴地对完成验收送电的

孝义市供电公司客户经理一行说道。

在美丽的胜溪湖畔，果蔬大棚连成一

片，鳞次栉比，格外壮观。

据介绍，该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期项目

投资约 3000万元，占地面积 4亩，主要种植

白菜、西红柿、黄瓜和苹果等果蔬产品，成

品的蔬菜水果将源源不断地运往市区各大

商场超市，保障全市果蔬市场正常供应。

2020年 12月份，合作社添置了配套水

泵和农机等大型用电设备，合作社负责人

王维随即向孝义市供电公司提出了申请新

装 2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的用电申请。

为确保种植大棚早日接电，助力乡村振

兴驶入快车道，孝义市供电公司开辟办电“绿

色通道”，提供上门受理、勘查验收、装表接电

的“一条龙”服务，保障果蔬园用电无忧。

客户经理“一对一”上门服务，采取“包

片、包户”的形式，组织营销、运维相关专业

人员走进果蔬大棚，及时了解农户用电诉

求，对棚内用电设备进行统计，分析目前线

路是否满足负荷增长需求，帮助客户拟定

高、低压供电方案，并于勘察完成后的第三

个工作日答复客户，配电工程竣工后的第

二天就完成了验收送电。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下一步，孝义

市供电公司将坚持“真诚、便捷、优质、高

效”的服务理念，进一步优化“客户经理包

片管理”制度，做到每个项目都有专人对

接。建立“月访”常态化服务机制，要求“包

片”人员进村入户、上门服务，加强沟通交

流，精准了解客户用电诉求，有针对性的及

时解决用电难题。帮助客户检查电力设

施，指导客户安全用电，确保不间断用电，

全天候用好电。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用心

照亮乡村振兴“光明路”。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 近年来，汾阳市

峪道河镇构建以联村党总支为核心、集体资

源资产为纽带、产业链为依托、农民群众为主

体的新型经济组织体系，促进了当地集体经

济项目高质量、可持续、规模化发展，极大地

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镇率先在交口、古池、任家庄 3个相邻

行政村、11 个自然村开展“党建引领、联村共

建”抱团发展试点探索，实现了一家一户“单

打独斗式”向互助互补“抱团经营式”转变，彰

显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成效。领办合作

社。党总支委员兼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14
名党员担任合作社骨干成员，建立特色产业

集群。树立“发展布局一盘棋”理念，根据 3个

村的资源禀赋、地理条件、产业基础，推动生

产要素跨界配置、优势资源规模集聚，交口村

产业承载区重点发展农产品冷藏项目，古池

村集约种养区重点发展特色种养业，任家庄

村生态旅游区重点发展森林休闲康养项目，

充分凸显各自优势，打造区域关联产业。利

用大山深处气温较低的特点，在交口村选址

建设“天然冷库”，将秋季收获的农产品冷藏，

延时到春节前后上市。镇村干部引入社会资

源“活水”，通过打时间差错时上市，可为农户

年增收 20万余元,村集体年增收 3万余元。利

用深山密林小气候和生态环境优势，依托山

西省农科院菌类研究所技术指导，引进山西

绿上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发展羊肚菌项

目。拟投资 500万元规划建立吕梁羊肚菌培

育基地，目前已建成菌棚 3座，已开始下种试

验。按照效益测算，单个菌棚投资 6-7万元，

年收益可达 10 万元以上。发展多元经营项

目。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流转土地

种植甜玉米 600 余亩、有机蔬菜 300 余亩、中

药材 120余亩，促进特色种植业规范化、标准

化，带动农户亩均增收 500多元。采用集体土

地入股方式与养牛大户合作，创办汾阳市树

帅养殖场，预计年出栏 80 余头，可直接创收

40余万元。

孝义市供电公司

电力赋能“果蔬园”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汾阳市峪道河镇

产业联动鼓起集体经济“钱袋子”

冬季，天寒地冻，草枯

时节，肉牛的营养条件一

般很差，给肉牛过冬带来

很多不利。因此，搞好防

护措施，才能使肉牛更好

地度过冬天。

注意抓好膘 为 确 保

肉牛平安过冬，须抓好秋

膘。趁肉牛食欲好时，多

喂料。牛吃得好，吸收养

料多，就能积蓄一些油脂，

抵御严寒，保持健康。

注意牛舍保温 保温

的牛舍可减少牛体热量的

散失，因此冬季一定要把牛

舍修好，防止贼风侵袭。

注意饲喂量 牛胃容积

大，每日每头粗料不可低于

6公斤，饲草和精料更要多

样化，不能总喂一种饲料。

注意饮水 肉 牛 不 足

的代谢和体温是靠水来调

节的，因为水有较好的保

热效果，饮水时在水面上

撒 一 把 麸 皮 ，可 防 止 暴

饮。怀孕母牛尽量采用温

水饮，有利于保温保胎。

注意不要粗放 秸 秆

饲料粗硬，饲喂前一定要

粉碎成 3-4 厘米为宜，粉

碎后的秸秆利用率高，肉

牛吃得好也更容易上膘。

注意喂牛要定时 保

持正常的消化状态有利于

牛增膘增壮；没有规律，易

造成消化紊乱，牛会因饥

饿过度，暴饮暴食，引发一

些疾病。

注意不要喂发霉变质
的饲料 发霉变质后会转化

为有毒物质，引起肉牛饲料

中毒，肉牛食用后有时还会

造成大批死亡。因此切忌

给牛喂发霉变质的饲料，必

须加强对饲料的贮存管理。

据《山西农民报》

近期羊肉行情不错，

养殖户要抓住时机给羊催

肥了。肉羊催肥要做好羊

舍、饲草、饲料准备，选择

好育肥对象，掌握正确的

饲养管理技术。

羊舍的准备

羊舍的饲养密度以每

只羊占 0.5～0.6 平方米为

宜。羊舍应建在便于通风、

排水、采光、避风向阳和接

近牧地及饲料仓库的地方。

饲草、饲料的准备

在整个育肥期每只羊

每天要准备干草 2～2.5公

斤、青贮饲料 3～5 公斤或

3～5 公斤的氨化饲料等；

精饲料每天则按每只羊体

重的 2%准备。

育肥羊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用于育

肥的羊应选用当年的羔羊

和青年羊，其次才是淘汰

羊和老龄羊。

选好育肥羊后，接着要

做好这些工作：一、驱虫。

二、去势。三、去角修蹄。

四、定时称重，做好记录。

掌握饲养管理原则

掌握精、粗饲料比例。

适当的精、粗饲料比，既能

提供能量，又能满足肉羊对

蛋白质的需要，还能维持瘤

胃的正常活动，因此精饲料

以占日粮的 1/3为宜。

控制蛋白质水平。蛋

白质在肉羊日粮中所占比

例应在 8%左右。

学会使用预混料

羊 预 混 料 的 种 类 很

多，都是精选适合肉羊生

理、消化的原料调配而成，

富含羊不同生长阶段所必

需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

元素、矿物质，以及抗病促

生长剂等，使肉羊健康，皮

毛光滑。可适当添加氨基

酸调节剂，适口性更好，羊

爱吃，显著提高羊对精料

及粗饲料的采食量，明显

提高日增重。一般情况下

肉羊的日增重可比添加其

他产品平均提高 20%，使

生长更迅速。

饲喂量和饲喂方法

肉羊的饲喂量要根据

其采食量来定，吃多少喂多

少。其采食量与羊的品种、

年龄、性别、体格和饲料适

口性、水分有关。羊采食量

越大，其日增重越高。羊日

采食干草 2～2.5公斤，新鲜

青草 3～4 公斤，精饲料为

体重的 2%左右，饲喂方法

是先喂干草或粗料，然后喂

精料，自由饮水。

日常管理方法

日常管理中要让肉羊

适量运动，既要降低消耗，

促使增重，也要避免因长

期 不 运 动 导 致 的 消 化 不

良，脾胃虚弱，影响育肥。

李渊丽

肉羊催肥 抓好重点

寒冬要做好肉牛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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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乡村

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为“十四

五”期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吹响了号角，那么

就我省而言，实施乡村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在

哪里呢？来自农业界别的省政协委员、兴县

山花烂漫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贺虎

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贺虎平结合自己在农村乡镇创业二十多

年的体会谈到，乡村建设应该首抓制约三农

现代化发展的短板项目，耕地综合提升项目，

农机配套惠农服务项目。为此建议，一要实

施高标准梯田配套建设工程，增加梯田宽度，

进行田间道路硬化，目标是便于大中型农机

全天侯方便进行耕、种、防、收，并配套规划长

效农田，农机通行道路管护机制，一块地一块

地的进行高标准建设，久久为功，初步实现黄

土高原杂粮种植“藏粮于地”。二要在杂粮特

色小镇所在地批准规划建设规模适度但服务

齐全的加油站，充电桩，以便于农业机械能够

方便快捷地及时补充能源，配套规划建设农

机修配中心，农机手培训中心，培训职业农机

手，便于农民不误农时，抢种，抢收，减少农业

受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真正做到“藏粮于

技”。

兴县山花烂漫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位于兴县蔡家会镇，是一家省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也是我省的省级扶贫龙头企

业。公司现有职工 40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17 人，带动周边 6 个乡镇 65 个村 2300
户群众种植杂粮。其生产的“山花烂漫”牌

小米、豇豆、绿豆等杂粮系列，销往陕、冀、鲁

等地，被当地农户动情地喻为“金豆豆”。贺

虎平说：“我们公司采用了‘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目前已形成了从小杂粮

种植、收购到加工、销售的一条龙产业发展

链条，公司总资产从 50 万元跃升到了 3000
余万元。”

贺虎平：加强农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助力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 本报记者 王涛

□ 本报记者 王涛

姚翠萍：制止餐饮浪费 保护粮食安全

在吕梁市拍摄的黄河流凌在吕梁市拍摄的黄河流凌在吕梁市拍摄的黄河流凌在吕梁市拍摄的黄河流凌

三交流凌三交流凌

来自省“两会”的报道·代表委员专访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确保粮食安

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牢牢把住

粮食安全主动权。刚刚过去的一年，习近平

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了重要指

示，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将节约粮食

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围绕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省政协委员、汾

阳市政协主席姚翠萍说，粮食是拿来吃的。

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加之受

到一些不良文化、面子观念和传统婚丧习俗

等因素影响，餐饮浪费禁而不绝。中国是 14
亿人口的大国，每人浪费一粒粮，一分钱，那

就是 14亿；同样每人节约一粒粮，一分钱，也

是 14亿。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每年浪费在

餐桌上的粮食和副食品足够提供一个三千万

左右人口欠发达国家人民一年的温饱问题。

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和世界性自然灾害

的频发，这对确保人类生存的食品供给已经

发出危机信号。因此，我省必须高度重视，出

台相关政策，动员全社会自觉响应党中央和

政府的号召，大力制止餐饮浪费，改变“舌尖

文化”的浪费恶习，节约每一颗粮食，保护粮

食安全。

姚翠萍建议，一是建立长效机制，把浪费

粮食纳入治安处罚范畴。如推行食堂饭店实

施半份餐制，吃多少点多少，剩饭严重的实施

定额处罚，浪费严重的加以治安处罚。二是

树立正确饮食观，加大粮食安全监管与宣传

力度。坚持规范与引导并重，法治与德治相

促进，积极倡导合理健康的饮食文化，切实培

养节约习惯，让整个社会形成人人自觉遵守

节约粮食的规矩，在全省大力营造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的氛围，深入推进监督制止餐饮浪

费工作。三是狠刹大操大办，严格制止宴席

粮食浪费行为。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严格控

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活动，一律禁办“满月”

“生日”“开张”等庆典宴席，让每个人真正认

识到简办红白喜事并不是寒酸小气，家常便

饭并不是感情生分，真正把勤俭节约作为一

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四是加强全民教育，实

施光盘行动进饭店进食堂进家庭。倡导各大

饭店、食堂、家庭实施好清盘行动，把“制止浪

费、节约粮食、健康饮食”作为评选优秀企业、

先进学校和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等的考核指

标，使节约粮食理念融入家庭与社会生活各

个方面，切实保护粮食安全。

进入腊月，临县大禹农村大集上的年味逐渐浓厚

起来，猪羊肉、糖果、日用品、特色小吃、蔬菜、服饰，各

类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前来赶集的村民们穿梭

其中，一边选购、一边话家常，小小的集贸市场显得格

外热闹，红火的乡村集市带来了浓浓的年味。

记者 郭炳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