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家庄村史展览馆占地面积约 3600 平方米，是

“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馆分为 8 个展厅，是

全方位展示贾家庄村历史发展变化的综合性展览馆，

是让外界了解贾家庄、认识贾家庄、感受贾家庄文化和

精神的主要窗口。

近年来，汾阳市贾家庄村坚持“树形象、举红旗、创

大业”治村兴村理念，全力打造一个“人人都想来、来了

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时刻挂心怀”的高标准的文化生

态旅游村。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集红色教育、文学创

作、民俗休闲、农耕体验、拓展培训、餐饮会务、工业创

意、特色小吃、康体养老 为一体的旅游综合体。

记者 郭炳中 摄

中阳县是山西省首批脱贫的国家级贫困

县之一。在 2017年全县脱贫摘帽之后，该县

把黑木耳产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实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手段之一，通过

行政推动、政策扶持、资金投入、技术服务等

措施，初步探索走出了一条产业优、质量高、

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2020年，全县黑

木耳栽植达到 1564万棒，年产量 160万斤，产

值 5600 万元，带动贫困户 3000 余名，有力确

保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深入调研精准选择黑木耳产业。发展乡

村产业是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根

本之策。中阳县作为山区小县和典型的资源

依赖型县份，产业结构单一、三产比例失衡的

问题长期困扰着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县

委、县政府紧紧抓住国家“三农”政策机遇期，

在省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先后组织相关

部门、乡镇及企业负责人 10余次赴黑龙江省

东宁市、绥芬河市、福建省古田县等地参观学

习黑木耳产业发展规模化、市场化的先进经

验。2018 年成功试种吊袋、地栽黑木耳 5 万

棒；2019年栽植 282万棒，产量达到 30万斤，

产值达到 1200万元，带动贫困户增收 1000余

户；2020年，全县全面推广栽植黑木耳，黑木

耳栽植达到 1564 万棒，产量 160 万斤，产值

5600 余万元，带动贫困户 3000 余名，人均增

收 2000元以上。

多措并举扶持黑木耳产业发展。注重科

学规划。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农业规划科学研

究所为中阳县黑木耳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

划，先后出台《中阳县黑木耳产业发展总体规

划（2020—2025）》《中阳县 2020 年黑木耳产

业发展实施方案》《中阳县 2020 年黑木耳产

业行动方案》等文件，使黑木耳产业发展科学

化、规范化。落实财政奖补。县财政统筹整

合涉农资金 3800余万元对种植户新建大棚、

新设地栽基地、黑木耳菌棒予以一定比例奖

补扶持；同时为了避免种植户遭受各种灾害

损失，将黑木耳菌棒保险纳入县财政补贴范

围。加强制度建设。成立了中阳县黑木耳产

业发展中心，为黑木耳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

组织保障；成立了中阳县农特产品流通协会，

为黑木耳产品及其它农特产品“走出去”搭建

了平台。由山西山之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将黑木耳纳入农业特色产品销售体系，广泛开

拓市场。强化技术服务。聘请 14名专业技术

人员为全县黑木耳产业提供技术服务；邀请业

内专家对全县所有种植户进行产前、催芽、育

耳、采收的全程技术培训，逐步完善全县黑木

耳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为种植户编制《中阳县

黑木耳栽培技术指导手册》；山西农业大学签

订校县战略合作协议，把农大的科研成果有效

转化为中阳县农业发展的现实生产力；聘请中

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山西农大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常明昌为中阳县食用菌产业总顾

问，带领技术团队先后 10多次来中阳县进行

黑木耳种植技术培训和实地技术指导，适时解

决了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黑木耳产业发

展。紧紧扭住主体带动利益联结这个关键，

坚持有计划、有步骤积极培育、发展、完善以

“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能人大户+贫困

户”等为重点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自主发展多元联

合，采取四种模式，支撑产业扶贫户持续稳定

增收。贫困户入社模式。全县共成立各类扶

贫合作社 432个，发展社员近 2万名。特别是

车鸣峪乡将 1391 户 4009 名贫困户全部纳入

全乡黑木耳种植等 6 个合作社管理，统一提

供信息、技术、资金服务，为贫困户就业创业

提供了平台。土地流转模式。引导贫困户自

愿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

社，通过土地流转赚“租金”，目前全县流转土

地 6000余亩，其中黑木耳种植共流转土地约

1000 亩，带动贫困户 130 户，户均收入 6150
元。自主创业模式。县财政对全县黑木耳种

植户建棚、栽植、销售给予补贴，鼓励群众自主

发展经营，目前全县共建设 58个黑木耳产业

基地，1600万棒黑木耳，其中车鸣峪农业产业

园共打造了 5大黑木耳基地，发展 874万棒，惠

及贫困户 35户。务工收入模式。贫困户通过

在黑木耳基地、黑木耳合作社从事黑木耳种

植、搭建黑木耳大棚、黑木耳菌棒运输、黑木耳

产品加工等劳务活动赚取“薪金”，人均年收入

20000元，实现一人打工，全家脱贫。

塑造地方特色品牌培育黑木耳产业市

场。发挥“中阳山宝”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打

响“中阳小木耳”品牌，与本土民企电商乐村淘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积极做好“中阳小木耳”品

牌推广、渠道建设、采购与销售。开展“五进九

销”消费扶贫系列活动，举办“黑木耳采摘节”

活动，扩大、拓宽销售渠道。通过电商、“网红”

直播销售大赛等网络途径，推广黑木耳产品。

参加省、市级展销会，组织召开农特产品推介

会、展销会，实现黑木耳产业经济效益、扶贫效

益、社会效益的有效结合。2020年第五届全国

（山西·中阳）木耳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小木

耳 大产业”学习研讨会现场签约项目 29个，

签约金额 10.65亿元，销售金额 6000万元，有

效提升了中阳黑木耳在全国的知名度。

精选小木耳 发展大产业
——中阳县大力发展黑木耳为厚植乡村产业振兴添活力

□ 解德辉 冯永强

市农业农村局公务员考核制度化日常化

本报讯 8 月 9 日下午，市农业农村局举

办了公务员上半年工作述职大会，会议由党

组成员、副局长胡志尔主持，22名局机关公务

员围绕上半年的学习、工作、党风廉政建设、

存在的问题及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分别进行了

述职，分管领导对各自分管科室公务员的述

职进行点评，并进行测评打分。

党组书记、局长陈林强对公务员的述职

重点进行了点评，指出每位同志的述职表述

清楚、情况真实、材料基本达要求。但是，也

存在不少问题，科室领导对述职报告把关不

严、格式不规范，工作、学习、党风廉政等方面

的问题及整改措施有待进一步总结，围绕岗

位职责，效果、落实程度不够全面。今后要增

强工作的责任感，不能被动指导工作，要加强

公务员常态化的考核，每天上班抽查检查，局

人事科对每位公务员的工作情况每月做一次

汇总。他强调，农业农村局党组十分重视公

务员的培养、考核工作，制定出台了《吕梁市

农业农村局公务员平时考核工作方案》（试

行），将公务员考核工作日常化、制度化。这

次述职就是按照规定举行的半年考评，既是

述职点评会，又是工作总结会，更是一次学习

会，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强年轻公务

员的自我认识，找到差距不足，不断提升自

我。今后在工作中，将持之以恒注重年轻公

务员的培养锤炼，将年轻公务员培养“师徒”

化、“蹲苗”化，由分管领导和科室科长（主任）

手把手教、一对一培养，使他们逐步成为全局

工作的中流砥柱。

局党办主任王刚从自己负责的局机关党

建活动、理论学习、组织建设、改进作风、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方面总结了上半年的工作方法

和经验，反思了自己在理论学习、党员队伍建

设方面的不足，对下半年的工作做了详尽的

计划。农建科科长郭兵兵的述职，条理清晰，

工作写实，既有逐项工作进展、完成的情况汇

报，又有工作经验的分析总结，更是对下半年

各项工作列出详尽的完成时间表，受到了每

位参会领导的好评，成为每位公务员学习的

楷模，对全局下半年的工作起到了引领示范

作用。

吕梁市农业农村局全局科级及以下的公

务员有 27 人，35 岁以下的 18 人，占 67%；30
岁以下的 12人，全部为 2016年之后新进公务

员，占 44%，年轻公务员占比较大。平时考核

以半年度为考核周期，实行月纪实、季小结、

半年考评。考核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较

差四个等次。平时考核充分考虑不同类别、

不同层级、不同职位参与考核人员的特点和

要求，要体现所在岗位的考核内容。

科级干部主要考核政治

素养、担当能力、领导能力、廉

洁自律，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

的能力和确定重点工作安排

部署、阶段性推进、成果成效

等；科级以下干部主要考核政

治素养、承担工作完成情况、

服务态度、工作质量、廉洁自律等。

平时考核坚持“党组统领、分类考核”的

原则，年初定指标；每月底，以工作月记的形

式认真填写《月工作纪实表》；每季度，由分管

领导根据被考核人员《月工作纪实表》，填写

《季度测评表》；半年考核会议述职、测评打

分。

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结果挂钩，根据考

核结果采取提拔重用、重点培养或组织调整、

告诫惩处等多种措施。考核中表现突出的人

员，在评先评优、表彰奖励、职务晋升时优先

考虑;对平时考核中表现较差的人员，分管领

导应及时批评教育，必要时可进行诫勉谈话，

限期整改，对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要提请局

党组调整工作岗位，充分发挥平时考核在日

常管理和队伍建设中的激励、引导、鞭策、警

示作用。

公务员平时考核实行半年来，全局上下

形成了争先创优的良好局面。特别是部分年

轻公务员干劲足、进步快、工作优，为推动全

市农业农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

新的局面。

（李艳子）

市农业农村局公务员半年考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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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广大群众出行游玩，市区城管部门把城市管理

工作与提升群众满意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断增强城市工

作服务意识，进一步加大广场、公园管理维修力度，完善公

园内的各种设施，公园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图为园林工人正在莲花池公园维修桌椅。

记者 郭炳中 摄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参观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参观““贾家庄人的巨大贡献贾家庄人的巨大贡献””缩微雕塑缩微雕塑

别具一格的村史馆大厅吸引游客驻足别具一格的村史馆大厅吸引游客驻足

山西省植保植检总站

日前发布今年我省暴发性

害 虫 中 后 期 发 生 趋 势 预

报。预计：草地贪夜蛾偏

轻发生，在南部夏玉米种

植区部分地块有集中为害

的可能。三代黏虫偏轻发

生，在吕梁谷子、高粱地，

南部夏玉米种植区有出现

高密度田块的可能，发生

面积 120万亩，防治适期为

8 月上中旬。二代草地螟

轻发生，在大同、朔州部分

县区苜蓿地和玉米田有偏

重发生的可能。东亚飞蝗

秋蝗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19 万亩，主要发生在运城

市的万荣、芮城、永济等沿

黄 6 县。土蝗秋蝗偏轻发

生，发生面积 120 万亩，主

要 发 生 在 大 同 、朔 州 、忻

州、吕梁等地。

防控建议
各级农业部门要加强

对暴发性害虫防控的组织

领导，加大虫情监测力度，

及时发布预报，研究制订

防控计划，做好分类指导

工作，在虫害发生时按照

防控技术方案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虫害不大面

积暴发成灾。

蝗虫在高密度点片发

生区，及时选用马拉硫磷、

高效氯氰菊酯等化学农药

开展防控。玉米田三代黏

虫密度达 50 头/百株以上

时，可用甲维盐、氯虫苯甲

酰胺、高效氯氟氰菊酯等

杀虫剂喷雾防治，水稻田

杜绝使用拟除虫菊酯类农

药；草地螟 3龄幼虫前选用

苦参碱、高效氯氰菊酯等

药剂喷雾防治，严重发生

区 采 取 应 急 防 控 集 中 歼

灭。草地贪夜蛾对虫口密

度高、集中连片区域可用

乙基多杀菌素、茚虫威、甲

维盐、氯虫苯甲酰胺等高

效低风险农药防控，注重

农药的交替、轮换使用。

杨晓青

我省暴发性害虫中
后期发生趋势

一、生活习性

棉盲椿象属半翅目，

盲蝽科，1年发生五代。棉

盲蝽种类主要有绿百蝽、

三点盲蝽、苜蓿盲蝽等，以

绿盲蝽为主。棉盲蝽的寄

主植物非常广泛，主要危

害棉花、枣树、葡萄、玉米

等作物。第 1 代发生在 5
月中下旬，主要危害枣树、

棉花幼苗。产卵于棉花的

嫩叶、叶片主脉、苞叶、嫩

茎上。喜欢温暖潮湿，温

度 在 25℃～30℃，相 对 湿

度在 80%左右，最适宜繁

殖。盲椿象成虫有转移迁

飞的习性和趋光性，上午

9 时 以 前 或 下 午 5 时 以

后 ，在 棉 株 顶 部 活 动 ，中

午多在棉株的中部及叶背

面休息。

二、危害特点

棉盲椿象对棉花的危

害时间很长，从幼苗一直

到 吐 絮 期 ，危 害 期 长 达 3
个月，以棉花花铃期第三

代 棉 盲 椿 象 危 害 最 为 严

重，它以刺吸式口器从棉

株嫩头、幼芽、生长点、幼

嫩花蕾及果实吸取汁液，

造成种种危害状。若真叶

出现后生长点被害，侧生

许 多 不 定 芽 ，形 成“ 破 头

疯”或“扫帚苗”；若幼叶被

害，先形成黑色小点，使局

部组织坏死，随叶子长大，

形成破洞；若幼蕾、幼铃被

害，先形成黄褐色至黑褐

色，最后干枯脱落；棉花顶

部受伤，形成无头棉，以后

形成多头棉。

三、防治措施

应采取农业防治和化

学 防 治 相 结 合 的 综 合 措

施。

1.农 业 防 治 ：加 强 田

间管理，减少虫源，创造不

适于棉盲椿象发生、繁殖

的条件：3月份以前清除田

埂路边杂草，消灭越冬卵，

减少虫口基数；合理施肥，

忌施过量氮肥，防止棉花

旺长，搞好化控，减轻棉肓

椿象的危害，棉花生长期

出现多头苗时及早进行人

工整枝，去丛生枝，留 1 至

2枝壮秆，使棉株加快生长

补偿损失。

2.化 学 防 治 ：凡 防 治

棉铃虫的药均可防治棉盲

椿象。选择正确的农药品

种，并进行交替使用。以

触杀和内吸性较强的药剂

混合用药效果最好。可选

用的药剂有：20%可铃灵

1000 倍 液 、20% 奇 箭 或

20% 后 盾 1500～2000 倍

液 、马 拉 硫 磷 1000 倍 液 、

敌百虫 1000 倍液、久效磷

1500～2000 倍液、氧化乐

果 1500～2000 倍 液 。 防

治关键期为若虫期，在上

午 9 时以前或下午 5 时以

后用药防治，关键时期所

有棉田进行统一防治，以

防止成虫串飞。

郑东民

如何防治棉盲椿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