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资讯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 去年以来，石

楼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破解扶贫难题，

纵深推进“三五工程”建设，圆满完成了 22个

贫困村退出、4115 户 12593 口贫困人口年度

“销号”任务。

优举措，克深度贫困之“坚”

创新沟域经济脱贫模式。以“一二三产

业融合”为路径，一乡一点示范推进，一沟一

策因地制宜，20多个极具石楼特色的沟域经

济发展新模式初显成效。2017年实施的 3个

县级示范点，9个乡级示范点，可辐射带动群

众治理大小沟域 100 余条，72 个村庄、3000
余户贫困户依靠林业产业实现了持久脱贫。

积极推进生态建设脱贫模式。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将 25 度以上坡

耕地应退尽退，共规划退耕还林 20 万亩，

2017 年已完成造林 11 万亩；2017 年实施红

枣核桃提质增效管理工程 4.4 万亩，成立了

57 家造林专业合作社，吸纳贫困户 1000 户

3900人；聘用 898名贫困户担任护林员，人均

年补助 6000元。

全力推动“善农计划、金鸡计划、银狐计

划”三个产业发展计划。“善农计划”已成立

山西善农蜂业有限公司，注册“甜蜜网事”品

牌，进行欧盟有机产品认证和地理标志认证;
“金鸡计划”80 万只蛋鸡养殖基地基础工程

已全面开工；“银狐计划”小蒜镇王家畔水貂

特种养殖基地一期建设工程已完成，首批丹

麦种貂现已进场；“一村一品一主体”工程，

加快“六有”产业扶贫机制建设，吸收 113 个

贫困村 5834 户贫困户 15325 人参与；“一户

一策”工程，出台了《石楼县一户一策扶持奖

励办法》，在落实省市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实

现应补尽补。

光伏扶贫资产收益实现全覆盖。2016
年 3.1MW的 18个光伏扶贫电站已并网发电，

574 户贫困户受益。2017 年规划建设 14MW
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13个，覆盖 113个贫困

村，可带动 2100户贫困户。

强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将整自然村

搬迁调整扩大到 105 个，实现应搬尽搬。坚

持“两年任务一年完”的工作要求，在 2017年

2684人扶贫移民任务全部落实的同时，提前

规划、同步开工实施了 2018年度的石楼小镇

和小蒜镇徐家峪两个安置点工程。

精心打造黄河岸边的“青岛村”，青岛转

移就业近 500人。贫困劳动力培训就业以“吕

梁山护工”为主，开展 7 期共 822 人参加培

训，同时还向京东集团等公司输送 100 余名

“石楼技工”。对外出务工超过 4 个月的贫困

户，拿出财政资金给予奖励。

强基础，解深度贫困之“困”

全面落实健康扶贫各项政策，启动并运

行了贫困户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服

务，依托汾阳医院，构建了乡卫生院、县医

院、汾阳医院“三位一体”的诊疗体系；成立

医疗集团，有效整合县乡医疗资源，投入 173
万元减免了贫困户新农合个人筹资，投入

77.38万元为贫困户缴纳大病保险费用，开展

健康扶贫双签约，受惠贫困人口 4468人。

全面推进“全面改薄”项目，落实十二项

教育扶贫政策，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

餐补助全部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的 865 名

学前儿童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142名学生进

行资助，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就读高中的

968名学生免除了学费；对建档立卡 176名贫

困大学生给予补助。

全面落实兜底扶贫政策。农村低保提

高到每人每年 3228 元，实现“两线合一”，五

保户每人每年 4000元，全年提标 1100元。全

面提升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

平。实施饮水安全 89 处，覆盖行政村 50 个；

对需要通动力电的贫困村实现应通尽通；对

2016 年、2017 年脱贫村实现互联网全覆盖；

2017年 22个脱贫村实现水泥路全覆盖。

聚活力，攻深度贫困之“难”

抓党建促脱贫。全面改造提升村级活

动场所，投入 1500余万元，打造了 10个示范

点，完成了 17个 2017年脱贫村、51个无阵地

或危旧狭小活动场所建设和 9个乡镇“五小”

建设。所有行政村实现了“村村响”无线广

播工程全覆盖，聘用了 134 名贫困户为宣传

文化员；突出党员干部教育，受教育党员干

部 3971 人次；全面实施贫困村集体收入“破

零”工程，实现贫困村“破零”97个，其中集体

经济收益万元及以上的 59个。

统 筹 各 方 形 成 帮 扶 合 力 。 继 续 完 善

“54321”帮扶机制，落实“双签”责任，形成专

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

大扶贫格局。113个建档立卡贫困村有团中

央及省、市、县的 98 支扶贫工作队，300 余名

工作队员，3100名结对帮扶干部。省市县三

级帮扶单位共投入各类资金 1009.8万元，参

与帮扶项目 127 个，受益贫困人口 5756 人。

深化县际结对帮扶，深化企业合作帮扶，加

大统筹资金力度，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1.27亿元，统筹各类涉农资金 3.8亿元。

如今的石楼县处处涌动着一股披荆斩

棘决战贫困，勇往直前争创幸福的热潮。

克六坚 解三困 攻二难

石楼县全力破解深度贫困

本报讯 2018 年 1 月 13 日，市供销合作社

领 办 成 立 的 临 县 青 条 山 蜂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2017 年度分红大会在青条山村委隆重举行。

会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通报了临县青条山蜂

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7 年运行情况，及时兑现

了贫困户投资收益红利 7320 元，为 51 户贫困

户 发 放 红 利 ，每 个 贫 困 户 平 均 分 到 红 利 120
元，真正实现了合作社“利民”，真正做到用产

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按照市委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一主

体”的要求，市供销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实

施产业扶贫 ,在扶贫村临县青凉寺乡青条山

村积极成立养蜂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群众

参与产业链、分享价值链。在市供销合作社扶

贫工作队精心指导帮助下，由养蜂大户杨秋

平牵头、市供销合作社入股扶持，带动贫困户

入社，于 2017 年 3 月 6 日成立“临县青条山蜂

养殖专业合作社”。市供销合作社实施资产收

益扶贫试点，以股份合作为抓手，以扶贫资金

折股量化实现资产收益，让贫困户分红得利，

推动贫困村集体经济“破零”和发展壮大。市

供销合作社争取扶贫资金 5.1 万元，量化到 5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入股 1000 元，成为

合作社个人股东。同时由市供销合作社直属

企业吕梁市云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资 1 万

元 入 股 专 业 合 作 社 ，成 为 合 作 社 集 体 股 东 。

2017 年 ，合 作 社 共 养 殖 170 箱 蜜 蜂 ，采 蜜 1.5
万 斤 ，产 值 12 万 元 ，毛 利 5 万 元 ，发 放 红 利

7320 元，其中 5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分红

120 元，村集体分红 1200 元，实现了村集体经

济破零。

（达继军 李彦琼）

市供销合作社年底分红

贫困户喜获红利

冬季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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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24日，在文水县下曲镇苏家

庄村村民委员会，该村两委干部和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同志们正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议 2017年

合作社为贫困户发放分红的相关事宜。贫困

户韩起昌兴奋地说：“我们一家三口人，去年从

我们入股的合作社领到了近 3000 元的分红。

这不，今年的分红马上就发下来了，两个孩子

上学的学费不用愁了……。”

扶贫合作社带动扶贫：贫困户脱贫有保障

文水县是吕梁市乃至全省的农业大县、畜

牧大县。 2016 年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 2369
户，贫困人口 5525 人。良好的农业生产基础

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不断壮大为该县实

施产业扶贫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为切实落实

好脱贫攻坚任务，尽快实现全县群众共同富

裕，该县创新思路，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化基础

较好的实际，大力挖掘农业发展潜力，因地制

宜地制定出台了《文水县产业扶贫实施方案》，

将产业扶贫模式作为主要抓手认真组织实施，

致力于打造“政府+企业+金融+合作社+贫困

户”的利益联结新机制，即通过政府列支专项

扶贫资金，有资质的特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提供担保，金融部门向龙头企业牵头组建的扶

贫合作社发放贴息贷款，确保贫困群众受益。

2016 年，该县共帮助 10 户特色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担保的由贫困群众为成员的 26个合作

社从信用联社获得政府贴息贷款 6426.97 万

元，全部用于肉牛养殖、能繁母牛养殖、干果加

工、羊养殖、特种养殖、良种繁育等特色扶贫产

业发展。2016 年底共计发放保底资金 500 余

万元，实现四个贫困村和 2350 名贫困户如期

脱贫。

这种“政府+企业+金融+合作社+贫困户”

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贫困户成了股东，脱贫有了

保障。今年以来，文水县继续拿出 400万元用

于产业扶贫贷款贴息，共有 13 户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作为担保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牵头组

建 贫 困 群 众 为 成 员 的 合 作 社 31 个 ，将 全 县

1471 户 3193 名贫困户全部吸收为合作社成

员，从信用联社获得贴息贷款近 8000 万元。

截至目前，贫困户企业分红全部发放完毕,贫
困户全部脱贫。

能繁母牛养殖扶贫：贫困户享受更多分红

去年以来，文水县进一步合理整合使用

涉农资金，积极实施能繁母牛养殖脱贫，带

动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该县以胡兰食品有

限 公 司 等 企 业 为 依 托 ，成 立 7 个 专 业 合 作

社，在尊重贫困群众脱贫意愿的基础上，扶

持贫困户发展能繁母牛养殖，努力完成市下

达的 1000 头能繁母牛养殖脱贫任务。县政

府帮助养殖户获得每头牛 1.5 万元的贴息贷

款，对贫困户获得的扶贫贷款，以年息 6 分

的贴息额进行贴息，合作社年底对成员进行

分红，实现贫困群众增收。目前，该县已完

成市政府下达的对建档立卡识别出的涉及

12 个乡镇 108 个村 1000 户贫困群众的精准

扶贫目标。

特色农业产业扶贫：贫困户脱贫致富劲头十足

项目资金向特色产业倾斜，精准政策向

贫困农户聚焦。文水县坚持“标准化种植、

产业化经营、全链条推进、精准化扶贫”，在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同时，把产业项目

与脱贫增收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特色农业产

业扶贫，为增加农民收入和贫困人口脱贫提

供产业支撑。在文水县马西村，由文水县汇

通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承载实施的 500 头育

肥牛养殖项目，共吸纳贫困户 188 户，已购进

架子牛 500 头，投资 550 多万元。由新大象

农牧集团牵头担保成立的文水县河西惠民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承载河西村存栏 5000
头生猪养殖扶贫项目，吸纳贫困户 74 户，现

已购进 5000 头生猪，项目总投资 555 万元。

关帝山片区肉牛养殖扶贫项目、果蔬农产品

产业化仓储营销项目、黄牛改良项目、休闲

旅游示范村项目等，文水县将特色农业产业

项目资金 135 万元全部用于项目实施，全县

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一村一品”初步形成，

利益联结机制逐步完善。目前，全县 29 个贫

困村，村村有主导产业、有带动企业、有合作

社、户户有项目，让贫困户有保底资金的同

时 参 与 分 享 产 业 链 增 值 收 益 ，实 现 稳 定 脱

贫，长久致富。

扶贫合作社带动扶贫、能繁母牛养殖扶

贫、特色农业产业扶贫，文水县在带动贫困户

稳定脱贫这条路上走得愈加稳健。“让贫困户

参与到扶贫项目中来，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由‘输血’变‘造血’，使他们能够增加稳定收

入，达到稳定脱贫。”文水县扶贫办主任韩全生

的话信心满满。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2017年，交口县全

面梳理各项惠农政策，印发明白卡、政策牌，公

正透明、不折不扣抓好及时兑现落实，县财政

民生支出保持在 80%以上，让老百姓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大大增加。

就业方面，对参加“吕梁山护工”培训的

给予每人 800 元的生活补贴，实现稳定就业

的 给 予 500—1000 元 奖 励 ；对 录 用 贫 困 户 就

业的民营企业，按安置 1 人 1000 元标准予以

补贴；对贫困劳力外出务工 4 个月以上的，按

县内每月 40 元、县外每月 80 元的标准给予奖

励。累计实现贫困人口富余劳动力就业 3680
人，达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生态

方面，完成新一轮 2 万亩退耕还林工程，惠及

贫困户 1037 户、3600 人；以贫困户为主体，组

建 30 个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实施造林 1.07
万亩，带动 150 人稳定获得 8000 元劳务收入；

聘用贫困户护林员 205 人，实现年人均收入 1
万元以上。教育方面，全面落实教育扶贫各

项 政 策 ，对 全 县 贫 困 家 庭 591 名 学 前 儿 童 、

2004 名中小学生，497 名高中学生、211 名中

职学生、118 名大学生全部得到资助救助，全

县 无 一 例 因 贫 辍 学 现 象 发 生 。 社 会 保 障 方

面，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 1660 人享受农

村低保，按照每年 3300 元的补差标准，全部

按时发放到位，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

“两线合一”。

圆贫困户脱贫致富梦
——文水县产业扶贫纪实

□ 王丽红

交口县惠农政策切实增加

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1月 19日，游客在河北省河间市景和镇兴丰农场大棚内采摘草莓。
近年来，河北省河间市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以生态采摘、旅游观光为特色的休闲观光农业，让农民充分参与和

受益。目前，河间市已建成各类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园 80余家，成为当地 4万多农民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径。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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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蔓 是 黄 瓜 种 植 管

理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

节，技术含量并不强。给

黄瓜落蔓尽管操作起来简

单，但是仍然有不少菜农

因细节之处处理不到位，

影响了黄瓜的生长，如落

蔓过低，功能叶片数量不

足，影响膨瓜；落蔓时造成

伤口，导致病害发生等。

落蔓高度要适宜

落 蔓 时 要 注 意 保 证

足够的叶面积。当前，很

多菜农管理着多个大棚，

像落蔓、摘瓜等措施，常

常雇工。由于雇工费用

较高，为了减少支出，有

的菜农一次性落蔓过低，

以减少落蔓次数，导致功

能叶片数不足，植株长势

减弱，畸形瓜增多。一般

来 说 ，一 棵 黄 瓜 产 量 较

高 ，要 求 功 能 叶 至 少 在

13- 15 片 之 间 。 这 就 要

求黄瓜落蔓后高度得维

持在 1.5 米以上，这个高

度可维持最佳的叶片数

量，提高光合效率，从而

使植株长势加强，同时也

利于进行农事操作。

落蔓后适当摘叶

落蔓配合摘叶，这是

很多菜农的经验，然而，

也有不少菜农图省事不

摘叶。笔者在清徐菜农

张师傅的棚内看到，黄瓜

蔓是落下来了，但是下部

的叶片却没有摘除，老叶

贴近地表，一些叶片已经

腐烂，用手拨开下部的叶

片，还能看到前几天摘瓜

时落下未摘的黄瓜已经

变成了“老黄瓜”。原来，

张师傅种植了两年黄瓜

棚，自己摘叶忙不过来，

雇人摘叶一天一百多块

钱 ，再 加 上 黄 瓜 价 格 不

高，算来算去不合算，而

且太麻烦，所以就不摘叶

了。这样做虽然省钱、省

事，但也存在很多弊端。

落蔓后，下部叶片铺在地

面上，叶片聚集在一起，

光照条件极差，不利于地

温的提升；由于叶片的聚

集 ，植 株 下 部 空 气 流 通

差，再加上冬季外界气温

低，棚内湿度增大，植株

抗逆性下降，病原菌极易

从老叶处侵染，进而导致

病害大发生。

在 冬 季 给 黄 瓜 落 蔓

时一定要配合摘叶。可

先将下部老叶摘除，待伤

口干燥后再落蔓，也可以

摘叶与落蔓同时进行，一

边摘叶，一边落蔓。黄瓜

落蔓还要注意选择晴天

上午进行，确保伤口尽快

恢复，不能选择阴天或者

晴天下午，减少病害侵染

的几率。摘叶落蔓后，要

注意及时喷洒一遍药剂，

可选择哈茨木霉菌等生

物菌剂或者百菌清、噻菌

铜等化学药剂，以提前预

防，提高植株抗病性。

落蔓后防茎蔓贴地

随着不断落蔓，黄瓜

自身茎蔓贴近地面、湿度

又比较大时易萌生不定

根。菜农应在落蔓后勤

检查，尤其是浇水以后，

若发现有不定根则立即

剪掉。断根后可用细干土

或者铜制剂涂抹在伤口

处，以防病菌从伤口处侵

染。冬季黄瓜棚中一般都

覆盖地膜，当地膜上有水

存在时黄瓜也易生不定

根，因此，一定要保持地膜

表面的干燥，特别是浇水

过后，应及时将留存在地

膜上的水和从棚膜上滴落

到地膜上的水引到地膜下

面，或者在地膜上戳孔让

水流走。 吴荣美

落蔓注重细节

黄瓜产量增品质佳

选 择 适 宜 的 时 机 定

植，并关注天气变化，抢

“冷尾暖头”的时机适期

定植。番茄、茄子等茄果

类 作 物 在 地 温 稳 定 为

13℃以上时，即可定植，

而黄瓜、冬瓜等瓜类作物

在地温稳定在 15℃以上

时，才能定植。如遇幼苗

过大而地温尚低时，可采

取棚内扣膜多层覆盖的

方法来提高温度。

清洁田园

将前茬残株、烂叶和

杂草及时清除，运出地外

集中进行高温堆肥等无

害化处理，以减少病虫害

的为害。

施足有机肥

精细整地，每亩施用

充分腐熟、细碎的优质有

机肥 5000 公斤或生物有

机肥 3000公斤。

保证定植质量

根据不同作物确定株

行距合理密植，不同作物

定 植 深 度 不 同 ，农 谚 有

“ 深 栽 茄 子 、浅 栽 瓜 ”之

说。黄瓜等瓜类作物要浅

栽，苗坨与地面相平，番茄

等茄果类作物要深栽，覆土

超过苗坨2厘米左右，并要

及时浇足定植水。程思遥

大棚喜温蔬菜定植时注意啥

因 施 药 技 术 不 当 或

错用、乱用劣质农药以及

药械未清洗又用等种种

原因，造成作物药害时有

发 生 ，轻 则 影 响 植 株 生

长 ，重 则 毁 苗 无 收 。 所

以，必须针对农药性质及

药害轻重程度采取以下

五种方法急救：

喷水洗药

若 是 叶 片 和 植 株 喷

洒药液引起的药害，且发

现早，药液未完全渗透或

吸收到植株体内时，可迅

速用大量清水喷洒受害

植株，反复喷洒 3-4 次，

尽量把植株表面上的药

物冲洗掉。还可在喷洒

的清水中加入 0.2%的碱

面或 0.5%的石灰水，由于

目前大多数农药是酸性，

遇到碱性物质分解减效，

因此可加快药剂的分解。

追肥促苗

如 叶 面 已 产 生 药

斑 ，叶 缘 焦 枯 或 植 株 焦

化 等 症 状 的 药 害 ，亩 追

施尿素 5-6 公斤，还可适

当增施磷钾肥。

排灌水减少药物残留

对一些撒毒土和一些

除草剂引起的药害，可适

当排灌水或串灌水洗药降

毒，这样可减少药害程度。

喷缓解药害的药物

对造成作物药害的药

物，有针对性地喷洒能缓解

该药物的药剂，可以大大减

轻药害损失，如多效唑过量

可喷洒 0.05%的“九二 O”

溶液；对有机磷农药产生药

害的，可喷洒 0.2%的硼砂

溶液缓解。专用解害灵可

解除各种农药造成的药害。

除去药害部位

在果树上施药过量、

过浓而发生药害时，应将

受害较轻的树枝迅速剪

除 ，以 免 继 续 传 导 和 渗

透，并要及时灌水，防止

药害继续扩大 。

对于造成严重药害的

应耕翻毁种，改种其他作

物。对施用残留期长的药

物，应多次深耕灌水，使残

留物下渗、淋溶在耕层以

下，避免再有药害。任林林

作物药害如何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