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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全市

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工作开展以

来，孝义市兑镇镇梁家原村坚持“以

游促农，以农带游”的目标和站位，

深入挖掘村内资源，积极完善基础

设施和配套服务，进一步盘活乡村

资源，推出农耕文化园、智慧共享农

田、杂粮加工体验等农文旅融合项

目，让村民参与分享旅游发展的红

利，奋力迈向乡村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的目标。

梁家原村位于兑镇镇政府东

南 ，村 内 有 柿 子 、杂 粮 、核 桃 等 特

色 产 业 ，有 梁 家 原 水 库 等 优 美 的

自然景观。被列入吕梁市 100 个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以 来 ，该 村 科 学

规 划 、严 密 组 织 、精 心 施 工 ，投 资

256 万 元 在 之 前 杂 粮 加 工 厂 的 基

础 上 ，通 过 修 缮 改 造 、陈 列 布 展 ，

将 其 升 级 改 造 为 农 耕 文 化 园 ，坚

持“ 以 游 促 农 ，以 农 带 游 ”的 目 标

和 站 位 ，瞄 准 青 少 年 研 学 游 和 乡

村 旅 游 两 大 市 场 ，依 托 资 源 禀

赋 、区 位 优 势 、产 业 基 础 ，深 挖 农

旅“ 宝 藏 ”，打 造 集 休 闲 旅 游 、研

学 农 耕 、农 事 体 验 等 项 目 于 一 体

的 农 耕 文 化 园 ，进 一 步 盘 活 乡 村

资 源 ，推 动 农 旅 融 合 发 展 。 并 依

托 孝 义 市 丰 年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将 村 内 近 千 亩 土 地 进 行 流

转 ，实 施 规 模 化 种 植 。 在 此 基 础

上 ，充 分 利 用 互 联 网 和 信 息 技 术

探 索 智 慧 共 享 农 田 模 式 ，通 过 小

块 土 地 认 养 ，翻 倍 增 长 土 地 收

益 ，激 发 城 市 居 民 的 田 园 消 费

观 ，拉 近 城 市 与 乡 村 的 联 系 ，吸

引 游 客 体 验 观 光 。 同 时 ，投 资 50
余 万 元 ，提 升 改 造 原 有 杂 粮 加 工

车 间 ，打 造 建 设 杂 粮 餐 厅 ，采 用

“党支部+企业+合作社+股民”的

运 行 方 式 ，产 品 涵 盖 高 粱 、玉 米 、

小 麦 、绿 豆 、大 豆 、小 米 等 十 多 种

杂粮深、精加工。

截至目前，该村农耕文化园项

目和主干道硬化铺油以及人居环境

整治，已全部完工。投资 80万元进

行人居环境以及绿化提升，已完成

80%。智慧农场和杂粮加工车间正

在全力建设，分别将于 6月和 9月正

式投用。

本报讯 （记者 张娟娟） 到村

工作大学生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

线，是乡村振兴最直接的实践者。

为进一步提升到村工作大学生履职

能力，打造一支吃苦耐劳、作风严

谨、热爱农村的基层工作者队伍，兴

县蔚汾镇组织 35 名到村工作大学

生成立“春耕小队”，通过与村民共

同耕作，激励引导他们用实际行动，

在乡村振兴一线绽放绚丽青春。

近日，“春耕小队”在镇党委组宣

员曹文梅的带领下，走进公义村的

“大学生实践田”，大家热情高、劲头

足，撸起袖、弯下腰，在烈日炎炎下，

挥舞着钉耙翻土、施肥、挖壕、围拢、

种苗、浇水，经过一上午的努力，蔬菜

田泛出点点新绿，大家静待着“希望

之花”美丽绽放……

队伍中有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

年轻同志，他们虽然动作有些生疏，

但在村民的指导下，栽苗任务也能

圆满完成。“我每天都在吃蔬菜，但

今天是第一次下地劳动，真切地感

受到了种田的不易，体会到了劳动

的艰辛，我们年轻人不仅要学理论

更需要进农田。”公义村主任助理刘

欢畅谈劳作体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劳动实践结束后，望着整齐

的田垄，嫩绿的菜苗，到村工作大学

生们表示，作为基层新生力量，要真

正把身子沉下去，用实干助力乡村

振兴，在实践中强农兴农，争当“文

武双全”的基层工作者。

耕作乃久长之事，这块“大学生

实践田”就是这支“春耕小队”的实

践课堂，从青青嫩苗到累累硕果，他

们将全程管护，在劳作中悟真知、长

才干、开眼界，真正成长为“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干部。

下一步，蔚汾镇将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靶向发力，让到村工作大学

生在基层实践中褪去青涩，在为民

惠民中涵养情怀，更好地扎根一线、

强筋壮骨，服务群众、成就自我。

本报讯 （记者 高茜） 近日，吕梁市

大 数 据 应 用 局 正 式 更 名 为 吕 梁 市 数 据

局。这不仅是一次名字的更改，更代表着

市数据局紧抓机构改革发展机遇，开启我

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决心与

信心。

自 2019 年 1 月成立以来，市数据局依

托气候条件适宜、煤电能源充足和发展起

步早、存储条件好、超算能力强等比较优

势，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全市高质量转型

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全省率先实施大数据

战略，聚焦打造“数谷吕梁”，加快各领域数

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具有显著优势的数

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组织保障和政策

扶持体系；“一委三院一室一协会”的智力

支持体系；“两学院”专业化重点培育的人

才支撑体系；重点产业常态化招商工作机

制。自此，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蓬勃发

展，逐步蹚出一条从“挖煤”向“挖数据”转

变、乘“云”而上、借“数”发展的高质量转型

发展新路。

回望市数据局的发展历程，丰硕成果

令人欣喜。到 2023年底，全市规模以上大

数据企业达 58 户，大数据企业数量突破

200 户，数字经济规模突破 500 亿元，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00 亿元，初步形

成 5G+应用、信创、数据标注、人工智能应

用、云计算和超算服务五大特色产业，数字

经济快速发展。全市建成 19 座智能化煤

矿和 192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建成 14个

数字乡村示范村，建成“三医联动协同发展

平台”，创造 4 个全国第一。以“便民、强

企、优政、慧治”为目标，在全省首家建成城

市综合服务平台——“吕梁通”，已上线行

政审批和便民服务事项 14大类 314项，实

名注册用户数达 65.24万人，数字化转型全

面推进。全市有 15 户大数据企业获得国

家高新技术认证。连续举办四届“数谷吕

梁·智赢未来”吕梁大数据产业发展大会，

签约成果创历史最多；三年来人民日报、新

华网等各级媒体大篇幅报道 82篇，创新发

展成果持续涌现，“数谷吕梁”知名度日益

提高。

“机构改革的春风为市数据局注入新

的活力，面对新机遇、新挑战，我们有信心

也有能力应对。”市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恩泽信心满满地说。

市数据局将以全新的姿态投入紧张的

工作，把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化转型作

为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责主业，紧紧

围绕“三生态两中心一基地”建设，全力做

大做强数字经济，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持之

以恒以数字经济助力美丽幸福吕梁建设，

用数字技术创造吕梁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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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蔚汾镇

到村工作大学生下地种好“实践田”

孝义市梁家原村

农文旅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本报讯 近日，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积极推出“零钱

包”服务，为公众带来了更加便捷的现金支付解决方案。

据了解，邮储银行的“零钱包”服务具有多种特点和

优势，采用“标准化+定制化”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标准

化零钱包”包括 300元、500元等不同规格，具体券别为 20
元、10元、5元、1元，为公众提供“即来即兑”的零钱包兑

换服务，方便公众在购物、缴费等场景中使用，避免了找

零的烦恼。“定制化零钱包”则按照客户实际需要进行封

装，满足其个性化需求。同时，邮储银行通过科学的管理

和调配，确保零钱包的供应充足，让客户能够随时享受到

这项便利服务。

为推广“零钱包”服务，邮储银行通过多种渠道进行

宣传，包括网点宣传、线上推广等，提高了公众对该服务

的知晓度和使用率。该行工作人员还积极与商户合作，

为他们提供零钱包兑换服务，促进了现金交易的便捷

性。

此次邮储银行开展“零钱包”服务，不仅是对传统现金

服务的创新和升级，也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服务民生的

具体体现。 （牛春燕）

邮储银行吕梁市分行
积极推出“零钱包”服务

知识农业

忌栽柏树、松树
梨 树 的 主 要 病 害 梨 锈

病、赤星病为害梨树的新梢、

叶柄、叶片、果柄和幼果，导

致果实腐烂甚至落果。而柏

树 则 是 梨 锈 病 菌 的 越 冬 场

所。另外，柏树与葡萄园也

不能共处。否则易导致葡萄

果实晚成熟。

松树的孢子在春、夏季

随风飘到果园会严重为害果

树，尤其是梨树。松孢子可

导致梨树叶、果发生黄斑，严

重降低坐果率。

忌栽刺槐、洋槐
一 是 刺 槐 极 易 招 引 椿

象、臭屁虫，为害桃、李、梨、

苹果。

二是刺槐分泌出的鞣酸

类物质对多种果树有抑制作

用，尤其是梨、苹果，可导致

果树大幅减产。

三是刺槐上的落叶性炭

疽病菌感染梨、苹果等果树，

使之大量落叶。

忌栽泡桐
许 多 果 树 易 患 紫 纹 羽

病，叶片黄化、干枯，甚至死

亡。而泡桐则是紫纹羽病菌

的越冬场所。

忌栽榆树
柑橘、葡萄园附近忌栽

榆 树 。 榆 树 是 柑 橘 克 星 天

牛、褐天牛喜食的树木，若栽

植榆树，则会诱使天牛大量

取食和繁衍，转而严重为害

柑橘。榆树根的分泌物对葡

萄有很大为害，造成葡萄减

产甚至死亡。

忌栽胡桃
胡桃（核桃）叶的分泌物胡

桃醌经雨淋后，滴入土中对苹

果根有为害，抑制苹果生长，故

苹果园周围不宜栽植胡桃。

山西省植保植检中心根

据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区域

站灯下诱蛾量、田间调查结

果，结合省气候中心气候趋

势 及 历 年 小 地 老 虎 发 生 资

料，发布 2024 年小地老虎发

生趋势及防治建议，提醒农

民朋友适期防治。

预报依据
1.虫 源 基 数 据 各 农 作

物病虫害监测区域站统计，

小地老虎诱蛾呈现蛾量少、

蛾峰不明显的特点，成虫始

见期为 3月底。全省 17个监

测区域站测报灯下累计诱蛾

545 头。汾阳、离石、忻州等

地 调 查 ，灰 菜 、杂 草 零 星 见

卵，平均百株有卵 0.6-2 粒，

多 于 上 年 的 0.3- 1 粒 。 代

县、原平部分地块已见到幼

虫 为 害 ，被 害 株 率 为 0.1%-
0.5%。

2.生态条件 5 月中旬北

中部有降水过程，气温回升，

春 播 作 物 和 春 玉 米 陆 续 出

苗，水浇地面积扩大，地膜覆

盖田和甜（糯）玉米面积增加

均 有 利 于 小 地 老 虎 发 生 为

害。春玉米种植区种衣剂包

衣 和 喷 施 除 草 剂 的 面 积 增

加，对小地老虎的发生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

防治建议
要把防治的重点放在平

川的高水肥地和沿河两岸的

下湿地、沟坝地、盐碱地和地

膜 覆 盖 的 地 块 。 作 物 出 苗

后，加大监测力度，如发现心

叶和叶片有受害小孔，要及

时施药防治，将小地老虎幼

虫控制在 3龄前。

可于田间放置小地老虎

性诱剂、糖醋液、薯、胡萝卜

等 发 酵 液 或 黑 光 灯 诱 杀 成

虫 。 及 时 清 除 田 间 内 外 杂

草，杀灭大量卵和幼虫。对

于幼虫已发田块，可选用高

效氯氟氰菊酯、辛硫磷等药

剂围绕作物根际喷施。对 4
龄以后已经入土钻蛀作物根

茎的小地老虎幼虫，可选用

2.5%溴 氰 菊 酯 或 4.5%高 效

氯氰菊酯乳油 1000 倍液，按

1:3:4 的 比 例 加 入 酒 、红 糖 、

醋，把新鲜的灰菜或菠菜、白

菜叶切成 1 厘米左右的碎段

作饵料，亩用量 15-20kg，放

入配制成的药液中浸泡 30分

钟，于傍晚顺垄撮施于作物

根际进行诱杀。

果树忌讳和谁做“邻居”

小地老虎发生期到了
防治建议看这里

连作重茬是当前保护地

蔬菜中最常见、最棘手的大难

题，不少菜田因为重茬而造成

减产绝收，尤其是蔬菜生理性

病害越来越严重。现将多年

生产实践总结的预防连作重

茬病害的措施介绍如下：

一、重茬症状：主要表现

为植株矮小，根系不发达、坏

死 ，死 棵 、枯 萎 病 等 发 生 严

重，植株生理性障碍明显。

二、重茬原因：1、同一地

块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致

使土壤中营养元素失衡或缺

乏。2、连作导致土壤中的病

原菌急剧增加，土传病害加

重。3、前茬作物的根系等残

留在土壤中对同一种作物易

产生有害成分，能够抑制下

茬同一种作物的生长。

三、预防措施：
1、为防止土传病害，可

实行轮作换茬。

2、增加有益菌群。在整

地前，把有机肥料(如鸡粪)与
生物菌剂同时翻入土壤中，

每亩使用 200千克，对预防连

作重茬有明显效果。切记不

要同时撒施杀菌剂。

3、作物嫁接。如黄瓜、

茄子等蔬菜作物，采用嫁接

技术可有效防止连作重茬。

保护地蔬菜连作重茬病害

6月6日，端午节到来之际，晋商银行吕梁分行邀请客户举行“粽情

端午 金融相伴”系列活动，同时宣讲金融知识，提高保护个人信息，防

范金融风险能力。

图为“粽”享欢乐——包粽子活动。 记者 张文慧 摄

本报讯 （记者 冯凯治） 今年以来，吕梁

农信持续开展“问需于民 送贷上门”主题服

务活动，通过搭平台、建机制、聚资源、积极践

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解决老百姓

贷款难和自身放款难问题，持续提升金融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截至目前，我市实体贷款

余额 516.28 亿元，较年初净增 53.12 亿元，新

增贷款投放 18341户。

高站位谋划，发挥党建优势。强化统筹

部署，针对本次活动，市联社党委细化班子

分 工 ，压 实 主 体 责 任 ，指 导 各 机 构 建 立 党

委、支部、党员“三级”党建引领营销模式，

将工作任务细化到月、到周，将工作责任落

实到岗、到人，通过工作安排、内部汇报、紧

盯活动，按周对实体贷款净增不达日净增数

3 天以上以及任务完成较预测数差距较大

的机构进行约谈督导，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营销氛围。带头率先垂范，按周

开展“半日营销”、按旬开展“接待日”活动，

按月开展高管履职评价，倒逼高管主动对接

政府机关，全面筛选、高效走访省市县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实时跟进营销，

时时走在员工前面，当先锋、做模范。截至

目前，吕梁农信组织高管半日营销 9 期，开

展高管半日营销活动 652 人次；各支部组织

开展党员存贷款业绩“清零行动”，按照一

带多、好带差、党员带员工等方式有效帮助

后进党员，带动全员深入市场、社区、乡村，

有效发挥出党支部组织党员、发动群众的攻

坚作用。截至目前，选树 10 个优秀党支部、

24 名 优 秀 党 员 ，2071 名 党 员 业 绩“ 全 部 清

零”，进一步将党员的形象树起来、身份亮

出来。

高质量服务，强化产品宣传。强化平台

运用，征求“问需于民 送贷上门”主题活动

宣传工作的 5条金点子，开设《一线问需》《集

中营销日》《标杆力量》3 个专栏，利用公众

号、视频号常态化对典型经验和做法进行宣

传，对特殊优秀者由相关机构推荐、审核，拍

摄专题宣传片。拓宽宣传载体，收集 13 家机

构主要信贷产品和咨询电话，在吕梁火车站

进站口大屏幕面向全市广泛宣传。同时，在

各行政村布放客户经理公示牌，并通过进村

入户走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折页、加入各

村微信群线上宣传解读政策、村广播循环播

放录音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宣传工作的辐射

面，实现老百姓一有服务需求就能想到农商

行 、找 到 农 商 行 的 宣 传 目 标 。 发 挥 全 员 作

用，每周三确定为集中营销宣传日，各机构

党委整体谋划、步调一致，全方位组织人员

深入市场、贴近老百姓开展金融政策和产品

的宣传营销工作，形成领导重视抓宣传、全

员参与齐上阵的宣传氛围。截至目前，累计

组织宣传活动 36 次，参与干部员工人数达

4100人次。

高精准考核，做强机制保障。考核机制

聚焦短板，按照“低成本高计价 高收益高计

价”的原则，科学制定考核标准和高计价体

系，减少考核项目，将更多的分值和权重聚

集到贷款投放户数和金额上，有效激发全员

内生动力，让“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发出来的”

营销理念深入人心。目前，市联社全年考核

共计 12 项指标，较去年减少 9 项，初步实现

精准考核。绩效机制科学有效，市联社按季

开展高管谈绩效考核工作，各机构按月组织

中层干部谈绩效会议，重点对信贷投放工作

中 为 了 发 而 发 、计 价 不 合 理 等 问 题 研 讨 分

析，持续完善奖惩措施和考核办法，强化激

励考核、严格奖惩兑现，让优秀的人富起来，

更多的人动起来。一季度，全市绩效薪酬最

高的客户经理月均工资达到 2 万元。标杆网

点产生动力。出台《“一县一标杆”网点运行

管理机制》，按季根据“问需于民 送贷上门”

主题服务活动开展成效，从全市 297 个网点

选拔出 13 个综合业绩完成优秀的标杆网点，

在全市重点业务月度会上交流分享，及时总

结和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并对连续 3 个月综

合考核排名不在机构前 3 名的标杆网点进行

摘牌，推动标杆网点主动冲在前、打头阵，利

用农商快办服务队的线下优势，深入挖掘市

场金融需求，发挥出标杆网点一棵树摇动一

片树林的引领带动作用。

高效能推进，加大金融赋能。坚持能力

提升，业务条线制定 2024 年能力提升计划，

围绕“用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按月设置具

体培训清单和测试时间，丰富客户经理知识

体系，检验学习质效，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

有 效 性 。 同 时 ，事 业 部 分 管 领 导 每 周 召 开

“网点+事业部”包联会议，面对面分析沟通，

及时疏通转介症结，加强双方联动配合，推

动营销经验、管理模式、客户资源的有效共

享，实现口径一致、高效办贷。坚持外拓营

销，出台“老乡贷”“挺好贷”等信贷产品，积

极与当地商会对接，深入内蒙古东胜、陕西

神 木 、宁 夏 银 川 等 吕 梁 老 乡 聚 集 地 调 研 分

析、走访座谈，精准匹配客户需求，将服务端

口前移，有效解决农户因外出打工无法及时

审贷、办贷的传统难题，架起故乡和游子的

“连心桥”。坚持主责主业，重点对接省市县

重点项目和吕梁市委、市政府“985”重点产

业链建设中计划实施的 1013 个项目，出台

“信贷十条指引”，严控千万元以上贷款，将

信贷投放重心放在千万元以下尤其是 500 万

元以下实体贷款投放上，进一步优化信贷结

构。截至目前，千万元以下贷款较年初净增

53.22 亿，占实体贷款总额的 67.75%，较年初

提升 3.72个百分点。

吕梁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问需于民 送贷上门”掀起支农支小新高潮
据《山西农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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