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文慧 通讯员 肖继旺）
今年，方山县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一二四四”发展思

路，即围绕“在转型发展上率先 出一条新路

来”一条主线，树牢“绿色创新、开放崛起”两

个理念，聚焦“以打造名特优品牌壮大现代农

业，以绿色智能开采推进工业转型发展，以文

旅深度融合推动示范区提档升级，以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增进民生福祉”四项重点，建设

“宜居宜游宜养宜业”四宜方山，确保实现“十

四五”转型出雏形，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征程。

新 阶 段 赋 予 新 使 命 ，新 征 程 呼 唤 新 作

为。为此，该县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的奋斗目标。

—— 发 展 质 量 稳 步 提 高 ，建 设 富 裕 方

山。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 8%以上，“十四五”末达到 74 亿元左

右，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转

型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基础产业提质上档，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有较大提高，规上

工业企业数量实现翻番，县域经济综合竞争

力在全市争先进位，社会事业短板明显改善，

群众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 发 展 环 境 持 续 优 化 ，建 设 绿 色 方

山。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市前列，水源

地保护体系基本形成，森林覆盖率提升 3.5个

百分点，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绿

色发展导向全面树立，生态红利进一步释放，

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大幅提高，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安

全屏障更加牢固。

——发展活力明显提升，建设创新方山。

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六最”营商环境

基本形成，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要

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断健全，人才机制活力和

政策吸引力明显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充分激

发，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完善，政府治理效能稳

步提高，高质量发展创新机制基本建立。

——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建设开放方山。

融入新发展格局取得成效，生态文化旅游示范

区和吕梁经开区“两个平台”作用有效发挥，与

先进思维、技术、市场接轨，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明显提高，开放理念深入人心，对外开放格局

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

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初具雏形。

围绕上述奋斗目标，该县将重点实施“六

大战略”。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稳定

粮食生产，大力发展民宿经济、共享农庄、田

园综合体等新业态效益农业，以肉牛全循环

产业为重点做大农业特色产业，让农业产业

旺起来；着力打造一批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

美丽乡村特色景观带，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提

升行动，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让农村

靓起来；大力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

程，培养更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让

农民生活富起来。

实施转型升级战略。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

产业，积极推动煤炭产业“减、优、绿”，大力发展

新能源、装备制造、功能食品等产业。以生态文

化旅游示范区和现代服务产业园为牵引，推动文

旅融合，培育“旅游+”“文化+”“农业+”等新业态，

发展壮大文化旅游、仓储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培育创新载体，加

强产学研合作，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进规上

工业企业创新研发全覆盖。坚持“引才、聚

才、育才、用才”并举，集聚创新人才。实现创

新合作，扩大开放，招商引智，支持县域企业

与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展开合作，推动产业

发展水平整体上规模、上层次。

实施教育优先战略。把教育作为推动经

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计和根本之策来抓，全

面落实教育工作优先谋划、教育发展优先规

划、教育投入优先安排、教育问题优先解决

“四个优先”，扩大教育开放合作，激活本地教

育资源，提升方山教育整体水平，增加群众满

意度。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主动融入吕梁

城镇组群，以县城和大武新区为核心，城乡统

筹推进，构建“两心一轴”城镇带。

实施县城更新行动，推进扩容提质、功能

完善、产业融合，引导人口向县城集聚。加快

大武新区建设，提升峪口、积翠、马坊等中心

镇发展水平，大力培育中心村，到 2025年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 47%以上。

实施生态立县战略。把生态作为最大的

资源和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生态惠民，健全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补偿机制，大力实施三

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及

黄土高原治理、经济林提质增效等生态修复

保护工程，打造新 209国道、北武当旅游路、梅

洞沟等生态景观走廊，让生态成为产业，让绿

色成为方山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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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吕梁市地处丘陵，十年九旱，年年春旱，土

壤有机质含量较低，气候类型多样，形成农作物

品种多、小、杂，但该地区有丰富的光热资源，空

气、水、土壤基本无污染，是天然生产绿色杂粮

的好基地。为了满足消费者日益注重食品安全

的需求，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结出一套绿色谷子

生产技术。

1、产地选择

1.1 产地环境质量 绿色谷子生产基地须

选择在无污染和自然生态环境好的地区，环境

质 量 符 合《绿 色 食 品 产 地 环 境 技 术 条 件》

（NY391－2000）。生产基地要距离高速公路、

国道 1000m 以上，距离地方主干道 500m 以上，

距离医院、生活污染源 2000m以上，距离工矿企

业 1000m以上。上风口不得有工业污染源。

1.2土壤条件 选择土壤耕层深厚，土壤耕性

好；地势高燥，通风透光的坪地、岭坡地或梯田地

进行种植，忌背阴地、沟坝地。在茬口调配上，应

忌重茬、避迎茬，前茬以豆类、薯类等作物为好。

2、品种选择

不使用转基因谷子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粮食作物禾谷类》（GB4404.1－1996）的要求。

3、种子处理

播种前10－15天，将种子摊在阳光下晒1－2
天，可提高种子发芽率和发芽势，杀灭病菌，晾晒

时注意不能在水泥地上摊晒种子，以避免高温烫

伤种子。播前用 10％的盐水选种，去除漂在水面

上的秕子和杂质，然后将下沉的种子捞出，用清水

冲洗 2－3遍。之后用 55℃温汤浸种 10分钟然后

用冷水冷却，晾干后播种，防治白发病、黑穗病。

4、整地

秋收后封冻前灭茬耕翻，深度 20cm 以上，

耕翻后及时耙?保墒。翌年惊蛰地表解冻时及

时镇压保墒，减少土壤水分散失。对于来不及

秋耕翻的地块要早春顶浆耕翻，并做到翻、把、

压等作业环节紧密结合，消灭坷垃，碎土保墒，

使耕层土壤达到疏松上平下碎，利于谷子出苗。

5、播种

当田间5～10cm地温度达到10～15℃即可播

种，我市一般在5月中下句播种。播种方法采用楼

播或机播均可，适当加大行距，行距可由原来生产

习惯的20－26cm增加到40－50cm，缩小株距，可

减轻间苗压力。播深3－5cm，保证下种均匀，深浅

一致。墒情较差时，应及时镇压或人工踩压提墒，

每亩留苗 18000—22000 株，肥地宜密，薄地宜

稀。也可采取穴播，每亩播 6000—8000穴，每穴

留3－4株。

6、肥料的使用

施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NY／T394－2000），尽量减少肥料使用次数，

提倡使用无害化处理的农家肥、绿色食品、有机

食品专用肥。每亩基施农家肥 2500－3000kg
（或经认证的绿色、有机专用肥 200kg以上），尿

素 20kg左右，严禁使用硝态氮肥。施肥方法：底

肥均匀地撒在地面上，耕翻入土。追肥要根据

谷子的生长情况及时施用，以补充生长发育所

需的肥料。

7、田间管理

必须采取早间苗防荒苗措施，在3～4叶期间

苗，6－7叶期定苗，定苗密度按品种、土壤肥力而

定，采用早间苗、压青苗等蹲苗措施，培育壮苗。

中耕锄草的原则是头遍浅、遍深、三遍不伤根。

第一次结合间苗、定苗浅中耕，应掌握浅锄细锄，

破碎土块，做到锄草务净，深一致，防止伤苗压

苗。第二次拔节后，结合追肥进行深中耕培土，

深度 7－8cm，松土通气，消灭杂草。第三次在孕

穗期进行，深度 5～7cm，结合中耕进行高培土，促

进多发气生根，增加须根，防止倒伏。有灌溉条

件的地区在拔节至抽穗期浇1－2次水。

8、病虫害防治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和“科学植

保、绿色植保”的理念，以规范栽培管理的预防措

施为主，采用综合防控的技术。使用农药应符合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规则》（NY／T393－2000）。

8.1农业防治 选用抗病虫品种，实行轮作

倒在制度。冬春彻底创烧谷荏，及时处理谷草，

消灭谷茬、谷草中越冬的粟灰螟、粟茎跳甲幼

虫。在间苗、定苗时，结合中耕，拔除、深埋、烧

埋、烧毁发病株，控制虫害扩散。适期晚播，避

开螟蛾羽化产卵盛期。播后覆土不要过厚，利

于谷苗早出土，减少发病概率。

8.2 物理防治 根据害虫生物学特性采用

色虫板、22杀虫灯、性诱剂诱杀害虫

8.3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田间瓢虫等自

然天敌，杀灭蚜虫等害虫。

8.4药剂防治 优先选用微生物源、植物源、

矿物源农药防治病虫害，控制化学农药的使用。

9、收获贮藏

当谷子颖壳变黄、谷穗断青，籽粒变硬，即可

收获。收获过程中所用工具要清洁、卫生、无污

染。做到单收、单运、单脱粒、单放、单贮藏、单交

售、确保绿色谷子的质量和纯度。脱粒后及时晾

晒，当子粒含水量降至 13％以下方可入库贮藏。

仓库需有良好的防湿、隔热、通风、密闭性能，可

防霉变、虫蛀和污染。尽量保持稳定低温、干燥

环境条件，门窗设网防止鸟、鼠、虫入内。

10、产品质量溯源

10.1建立统一农户档案制度 绘制基地分

布图和地块分布图，并进行统一编号。农户档

案应包括基地名称、地块编号、农户姓名、谷子

品种及种植面积。

10.2建立统一的生产记录档案 详细记录

生产过程中农事活动、投入品使用、产品销售趋

向等，建立完善的可追溯制度。

（作者单位：吕梁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吕梁市绿色谷子生产技术

十里春耕遍地忙，风调雨顺好时光。清明时节，更

加忙碌的姿态已然打开，随着天气转暖，墒情看好，连

日来，记者在兴县、临县、方山、离石等地采访时看到，

我市各地农民有条不紊置身春耕农忙时节，农民抢抓

农时积极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农业生产中，田间地头呈

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记者 郭炳中 摄

人勤春早争朝夕人勤春早争朝夕 吕梁处处农耕忙吕梁处处农耕忙

□ 李瑞生

兴县高家村农民喷洒杀草剂兴县高家村农民喷洒杀草剂

离石区王村农民采摘大棚蔬菜离石区王村农民采摘大棚蔬菜

方山县大武农民整畦方山县大武农民整畦兴县高家村农民覆盖地膜兴县高家村农民覆盖地膜

临县城庄农民机耕忙临县城庄农民机耕忙

离石区袁家庄农民利用拖拉机耕地离石区袁家庄农民利用拖拉机耕地

兴县高家村春耕生产一派繁忙兴县高家村春耕生产一派繁忙

新阶段赋予新使命 新征程呼唤新作为

方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奋斗目标亮丽登场

中 国 海 洋 大 学 2020 级

生物与医药专业研究生马嘉

忆深感幸运，能够在导师包

振民院士的指导下，在南海

之滨开展石斑鱼和凡纳滨对

虾的育种研究，“三亚的地理

气候特别适合这两个品种的

育种研究。”

马嘉忆是中国海洋大学

三亚海洋研究院 2020 年招

收并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教城

的 173名研究生之一。他们

的到来，得益于中央赋予海

南的这项教育开放政策——

鼓励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

构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截

至目前，三亚崖州湾科教城

已引进中国海洋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等 8所国内名校。继

去年 5 所高校招收 708 名研

究生后，科教城研究生招生

人数今年还将上浮 30%。

多所高校的海南分支机

构负责人表示，学校原本就

在三亚开展深海科技、南繁

育种等领域的研究项目，在

三亚设立分支机构更有利于

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

养。

2019 年 6 月，教育部与

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关于

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支持海

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打

造新时代中国教育开放发展

新标杆。多项利好政策正促

使海南逐渐成为中国教育对

外开放的高地。截至目前，

全省累计签约引进 36所国内外知名高校。

大量名校签约、落地、开工、招生，成为自贸港上的

独特风景。

境外高水平大学独立办学政策取得突破性进展。

海南已签约引进中国大陆首个境外高水平大学独立办

学项目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世

界知名的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也将在海南独立办学，

计划今年秋季开学。

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集中展示区，海南陵水黎安国

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建设工地正在加紧建设，工人们加班

加点，试验区管理局计划今年 9 月交付公共教学楼（一

期）、体育场等工程，为首批招生做准备。

试验区已引进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方科技

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 5所国内高校，英国考文垂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等 11所外方学校，中外高校将围绕

创意设计、动漫、游戏、运动康复等专业展开深度合作。

“北京体育大学主要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体

育休闲等学科，与美国罗格斯大学合作运动康复、体育

经济管理等学科。”试验区管理局综合部副部长、北京体

育大学游泳运动学院副院长李娜说，专业设置与海南自

贸港定位和本地体育资源相匹配，也将服务于自贸港体

育产业进一步开放。

“目前还有很多中外知名高校前来考察、洽谈。”海

南省教育厅自贸办主任邹文涛说，大量中外名校的引

进，为海南教育实现“弯道超车”夯实了基础，同时，也将

为中国学生实现“学在海南”等于“留学国外”的愿景提

供服务。

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表示，海南将充分利用自

贸港的优势条件，创新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吸引求学回

流，进一步提高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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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
电 （记者王优玲）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司

长田国民 8 日说，我国绿

色建筑发展目前基本形成

目标清晰，政策配套，标准

完善，管理到位的推进体

系，到 2022 年城镇新建建

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将

达到 70%。

记者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上海中心大厦、杭

州市未来科技城第一小学

等 61 个建筑获得“2020 年

度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

涵盖住宅、办公、医院、学

校、商业综合体、展览馆、

机场等主要建筑类型，以

及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

造项目。

据介绍，获奖项目均

为取得绿色建筑标识且竣

工验收一年以上的工程项

目 ，在 安 全 耐 久 、健 康 舒

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

环境宜居等方面技术体系

具有突出创新性，关键技

术达到行业领先。

田国民说，创新是引

领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力，开展绿色建筑

创新奖评选，有利于鼓励

绿 色 建 筑 技 术 和 管 理 创

新，推动绿色建筑精细化

设计和高水平运营，也有

利于提升绿色建筑能源资

源节约水平，为建筑领域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提供有力保障。

他说，我国将推动绿

色建筑立法，引导江苏、浙

江、宁夏、河北、辽宁、内蒙

古、广东等 7 省（区）颁布

地方绿色建筑条例，推动

山东、江西、青海等省颁布

绿色建筑政府规章，为绿

色 建 筑 工 作 提 供 法 律 支

撑。

据介绍，截至 2019 年

底，全国累计建设绿色建

筑面积超过 50 亿平方米，

2019年当年占城镇新建建

筑比例达到 65%。全国获

得绿色建筑标识的项目累

计达到 2 万个，建筑面积

超过 22亿平方米。

2022 年我国城镇新建
建筑中7成将为绿色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