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春菲尽，文水南安镇迎来它最美的时刻，

万亩梨园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山光水色吸引游客纷至

沓来，成为领略乡间风光，感受风土人情的首要选择。

如今的南安在打造观光农业的同时，全力改善人居环境

村容村貌，正成为一个集休闲居住为一体的梨园胜境，

从而带动农业经济迅猛发展，造福一方百姓。

改善人居环境是全市农村的重要任务，对南安这样

的特色镇固然有较高的要求，对普通乡村也有着一定的

标准，基本任务就是:实施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

重点的完善提质工程;以采煤沉陷治理、易地搬迁、危房

改造为重点的农民安居工程;以垃圾污水治理为重点的

环境整治工程;以美丽乡村建设为重点的宜居示范工程。

按照任务要求,我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要采取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尊重农民意愿,确立农民在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中的主体地位;要以村庄环境整治为

重点,建设美丽乡村为导向，充分调动村民建设家园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启动整治村容村貌,改善农村最基本

的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完善最基本的公共设施。

要坚持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的原则，以产

业发展规划为基础,科学确定村应布局和规模,合理区分

生产生活区域，优先安排农民急需项目和公共项目,把产

业富村、产业兴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尊重当地农

民的意愿,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防止照搬

城市建设的思维和模式，防止千村一面搞规划，一张图

纸搞建设，形成新的重复与浪费。

三农工作干部要带着对农民的真挚感情，努力把农

村建设成宜居宜业的家园；紧紧围绕农村居民生活基本

条件，确保措施得力、资金到位、机制健全，促进农村长远

发展；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安全隐患，

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农村环境质量，

建设一批家园美、田园美、生态美、生活美的美丽乡村。

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 梁 瑜

大吕洪钟大吕洪钟

近年来，方山县张家塔村响应党的退耕还林政策，积极栽种核桃树，目前核桃树已成该村主要产业。今春方山县

林业局从外地聘来核桃树修剪工，对全村 1200亩核桃树进行了免费修剪，并对果农进行核桃树实地修剪培训。近日，

又根据核桃树的营养摄取需要，又免费送来了 14吨“精制有机肥”和 30箱“石硫合剂”农药果农们高兴万分，都在称赞:
精准扶贫，政策归心。 闫志宏 闫吉平 摄

送化肥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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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平坦的水泥路蜿蜒穿过村庄，两边

坡上是村民们错落有致的住宅，村容村貌整

洁，农闲的村民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畅想着

未来的美好生活。

汾阳市的褚家沟村地处该市城西北丘陵

山区，山高坡大、自古以来吃水难、行路难等

问题制约着群众生产生活，曾是一个靠天吃

饭 的 典 型 贫 困 村 。 全 村 有 119 户 ，345 人 ，

2014年建档立卡时有贫困户 51户 150人，人

均收入不足 2400元。

近年来，该村在本市镇两级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帮

扶下，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着力培育主导产业、着力改善

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激发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使全村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该村已于

2016年实现了整体脱贫目标。

“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兴旺”，该

村的第一书记张耀说道。产业兴旺，就是要

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引导和推动更多资

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

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

据悉，褚家沟村有耕地 1600 亩。户均

4.6 亩。主要以传统玉米、核桃、小米种植为

主。2015年驻村工作队与村委结合实际、因

地制宜、下大力气发展核桃产业。村内原有

核桃树均是老旧品种，产量差、价格低，再加

上村民管理粗放，一年下来每亩纯收入不过

500 元。经过充分的调研考察，工作队筹集

资金，帮助村民将核桃树分批次进行了品种

改良，并协助村民成立了核桃专业合作社。

将低产户的核桃林托管给村内有经验的大户

管理指导，同时指导社内成立了互助组，让先

进帮扶后进。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培

训，2016 年品种改良后的核桃树丰收，产量

比旧核桃树亩产增加 50%，市场售价格翻了 3
倍，以每斤 15元的价格出售。每亩纯收入达

到了 1200 元。为了将核桃产业做深做精，

2017 年合作社修改章程，延伸核桃产业链，

现在合作社又增加了农资销售、核桃加工、林

下养鸡鹅等业务。并成功创立了“白果山庄”

牌 枣 夹 核 桃 ，”晋 老 农“ 牌 鸡 鸭 蛋 的 品 牌 。

2017年创造产值 15万元。

脱贫重在产业发展，产业单一也意味着

抗风险差。为了长期保持村民收入稳定，褚

家沟村筹集 2 万元引进了酸枣种植。2016、
2017 年已成功推广了 6 亩酸枣林，2017 年第

一批种植酸枣成熟，在南方市场以每斤 25元

价格全部售罄。村里还先后实施了人畜饮水

工程、高灌溉提水工程、生产道路硬化工程、

沥青路硬化项目工程、村庄美化项目工程、村

委整修工程、文化广场硬化工程，极大程度地

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

走在褚家沟村里可以看到，图文并茂、生

动活泼的文明墙绘；好家风好家训的牌匾；干

净整洁的街道……该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这都得益于该村不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让文明家庭思想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扎

根。

结合两学一做，褚家沟村以培训教育为

抓手，开展《每日农经》电视节目展演，定期开

展致富农作技术探讨。举办了两届褚家沟村

农民文化节；举办了拜父母、背家训、孝老爱

亲、文明户评选等活动；组建了残疾人威风锣

鼓队、健身操队、腰鼓文化宣传队；制定实施

了新版村规民约；引导全体村民开展义务劳

作，向大寨贾家庄学习，发扬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的精神。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不仅提高

村民综合素质，还鼓舞了村民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愿景。

村里 84 岁贫困户武德礼曾对他参过战

的儿子说过“共产党就是天生为人民谋幸福

的，为这样的国家参战，死了都值”。褚家沟

的村民们正在享受政府教育、医疗、民政等

24项项惠民措施：所有贫困户免费办理大病

医疗救助保险；社会团体、企业等结对救助帮

扶；各大医院入户义诊；市残联入户办公；志

愿者爱心支教；老年日间照料……从物质脱

贫到能力脱贫再到精神脱贫，褚家沟村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2016 年褚家沟村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

扶贫重点村。近两年来，该村重点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依托山水资源在旅游上做文章。

村民旅游创业的激情也被点燃，有的种水果，

有的养殖无公害家禽，有的加工干果……该

村不断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

渠道，提高农业种养效益，立足游客不断增长

的生态体验或休闲等高层次需求，积极发展

农业观光，推动农业产业模式由“生产者”向

“服务者”转变，实现“农+旅”，全力打造田园

综合体。

现在，褚家沟村正在打造一个以农副产

品为载体的品牌助力旅游发展，争取把褚家

沟打造成一个旅游品牌。可以说，如今该村

越来越多的村民住上了小洋房、开上了小汽

车，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本报讯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深入，吕梁农信社

坚定“深耕三农、细作小微、精准扶贫、倾力

重点”的市场定位不动摇，单列信贷资金、深

耕服务创新、主动减费让利，不断提高金融

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三农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

单列信贷资金，解决投入“少”问题

孝义市下栅乡因地势较高，种出来的小

麦颗粒饱满，病虫害少，生产的面粉广受欢

迎。但由于缺乏有效资金的投入，规模化的

生产销售难以形成。在市联社信贷政策引

导下，孝义农商行累计为下栅乡小麦种植、

面粉加工、销售等相关产业链投放贷款 5000
余万元，使当地面粉产业逐步实现了规模化

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与此同时，在农

商行的信贷支持下，孝义市国家级农业园区

形成了肉禽、果蔬、小杂粮、核桃四大特色品

牌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今 年 ，吕 梁 农 信 社 以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和

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抓住三农产业结

构转型这一关键，单列涉农信贷资金 42 亿

元，全力支持辖内传统农业向现代新型农

业园区、农业龙头和品牌农业转型，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高端农业、设施农业、绿色农

业、循环农业，促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

有机结合。为保障涉农资金有效、足额投

放，该市联社建立了专项考核机制，要求实

体贷款占比要达到 60%以上，涉农贷款增

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涉农信贷总

量持续增加，确保县级行社存贷比稳步提

升，促进资金“回流”反哺农村。截至 5 月

底，该市农信社净投涉农贷款 10.69 亿元，

涉农贷款余额达到 291.11 亿元。累计对 46
个基地（园区）信贷支持 1.39 亿元；对 186 户

农业龙头企业支持 20.03 亿元；对 160 个农

民专业合作社支持 3.42 亿元；对 93 名大学

生村官创业支持 1987 万元，对 66 名妇女创

业支持 2130 万元。

深耕服务创新，解决贷款“难”问题

在加大信贷投入的同时，吕梁农信社积

极探索“量体裁衣”式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

式，在全辖设立了三农、小微专营中心，按照

“先评级、后授信、严授信、宽用信”的原则，

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综

合服务站-专营机构-授信审批中心”三级授

信体系，开辟绿色审批通道，提高授信权限

和效率。

为有效解决好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有效

抵押担保的问题，该市农信社在全辖开通了

“福农卡”授信业务，依托“福农卡”推出 20
余种小微信贷产品，有效满足了农业生产

“短、频、急”的信贷需求。同时，该市农信社

还全面加强“银税互动”，主动配合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农房用地制度改革，稳妥

推动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试

点，探索推广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等信贷

产品，激活农村“沉睡资本”，引导产业化龙

头企业与产业链上企业和农户形成利益共

同体、信用共同体，做大做强，有力推动了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至 5 月底，该市农

信社新投放银税合作贷款 11 户、8700 万元，

“枣贷通”、农贷通”、“商户通”等贷款 3.7 亿

元。

石楼树德枣业有限公司就是一例。在

石楼联社“枣贷通”产品的支持下，带动了该

企业下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

其生产加工的红枣先后成功入驻天猫商城、

京东、一号店，品牌价值日臻提升，成功跻身

国内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让“小红枣”成就

“大品牌”。

主动减费让利，解决融资“贵”问题

按照银监会“七不准、四公开”以及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两禁两限”的要求，吕梁

农信社通过减费让利，最大限度降低客户

的融资成本。一方面，他们制定了法人客

户贷款利率定价实施方案，适当放宽利率

定价标准，结合涉农经营主体贷款方式、额

度、贡献率、担保方式、产业方向等实行浮

动利率机制，帮助有定价需求的客户调整

贷款执行利率，让利企业。另一方面，降低

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收费政策、项目、价格

三公开，对部分收费项目实行减免，降低整

体收费水平。其次，积极完善续贷管理政

策，开办“续贷通”业务，降低涉农经营主体

抵押和还贷资金的“过桥”费用。今年，已

办理转贷续贷客户数达到 390 户，转贷续贷

笔 数 1117 笔 ，余 额 10.65 亿 元 。 为 缓 解 贫

困户的还贷压力，他们对确因经营困难暂

无 力 归 还 贷 款 的 ，开 通 了 无 还 本 续 贷 业

务。至 5 月底，已办理 152 户，减轻贫困户

724.45 万元的还本压力。

为了缩短农村金融服务的半径，降低农

民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吕梁农信社积极推

进金融服务网格化，加快推进农村金融服务

站 建 设 ，累 计 发 展“ 村 村 通 ”特 约 商 户 809
户 ，助 农 取 款 点 1224 户 ，金 融 综 合 服 务 站

1080 个，对 1259 个行政村实现了基础金融

服务全覆盖，让广大农民足不出村就可享受

小额取现、转账、支付等金融服务。

（郭永德）

汾阳市褚家沟村：铺出乡村振兴致富路
□ 朱敏

吕梁农信社持续为农业供给侧改革“解压减负”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截至目前生猪价格已

经上涨半个月了，而且随着

涨势的扩散，养殖户看涨积

极性增加，全国大范围挺价

待售，屠宰企业收购难度进

一步加大。现在供给端呈

现出季节性和结构性短缺

的现象，一是冬季疫情导致

阶段供给减少，二是标猪呈

现出趋紧的状态。

现在屠宰企业主要是

考虑到消化低价肉库存，所

以不是很抵触涨价的现象，

但是这两天猪价涨势加大，

屠宰企业也有些按捺不住

了，供需博弈态势出现。现

在很多人担忧猪价涨势过快

出现虚高的现象，同时现在

养殖户压栏情绪比较高，所

以担忧端午节前后生猪出栏

集中或迎来调整。建议养殖

户理性调整存栏结构，适时

出栏，不要集中压栏节点，或

者过度追涨。 钱涛

假若养驴户购买 120公

斤左右的良种驴驹，那么经

过 10 个月左右的饲养才可

以达到 250 公斤。如去年 8
月份前后购买的驴驹，当时

驴驹价格正盛，一头 120 公

斤左右的良种驴驹价格至少

需 要 6000 元 。 驴 驹 从 120
公斤长到 250 公斤出栏，期

间 10 个月差不多需要消耗

1150 公斤草料（干物质量）

和 550 公斤精料，草料可选

择谷草或大豆秸秆粗粉，其

市场售价至少需要 0.70 元/
公斤，1150公斤草料则需要

805元，精料则采用玉米、麦

麸、豆粕等原料进行合理配

制，成本价格至少需要 2.70
元/公斤，550 公斤精料则需

要 1485 元。水电、药品、基

础建设折旧及人工等杂费，

一头驴至少需要 600元。

一头驴所需的成本便

要高达 8890元，而养大后只

能卖出 7500元，算下来则要

赔 1390 元。如果饲养过程

中如果出现疾病，那么一头

驴赔 2000元绝对有可能。

未来还会有人养驴吗？

在当前大环境下不少

养驴户都有了退出的念头，

不免让人担心未来还会有人

养驴吗？答案是肯定会有不

少人继续养驴，驴价下跌虽

然会打击大家养驴的积极

性，但养驴数量在短期内却

不会下降，具体理由如下：

1、驴价下跌的同时，驴

驹价格同样有所下跌，当前

一 头 120 公 斤 左 右 的 良 种

驴 驹 仅 4500 元 便 可 以 买

到，与去年同期相比至少便

宜 了 1500 元 ，加 之 不 少 人

赌涨驴价，因此市场上的驴

驹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2、前几年驴价火爆在

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基础母

驴的发展，买来驴驹养 1 年

才能配种，配种后 1 年才能

产驹，驴驹长到 1.5 岁龄以

上才能出栏，坚持了这么长

时间刚刚步入正轨，即便驴

价有所下跌也没有人舍得

处理基础母驴，况且自繁自

育的情况下驴价 30元/公斤

仍会有一定的效益可言，基

础母驴数量不减少的情况

下养驴数量自然不会减少。

3、当前不少地区仍在大

力发展养驴业，特别是基础

母驴，甚至一些地区将养驴

作为精准扶贫项目来发展，

从目前市场上驴驹销售情况

便可以看出，母驴驹售价和

需求量仍要高于公驴驹，基

础母驴还在不断增加的情况

下，未来数年内养驴数量肯

定还会有所增加。 徽农

端午节前后

生猪或将集中出栏

驴价虽下跌未来仍有戏

养一头驴要赔多少钱？

一般来说，“特效”药样，

都会具有鲜明特点，比如杀

什么虫、防什么病、除什么

草。对于要求剖析的样品首

先应提供价格，即每吨的价

钱，这样就可把该样品在当

前农药市场的地位给出一个

初步定位：是不是新药，可能

是哪一类的农药。

提供防治对象。

是用于杀虫的、除草的

或杀菌的？杀虫是哪种害

虫、哪种菌或哪种草？这样

根据防治病虫草的类型，可

初步判断使用农药的范围，

例如是棉蚜，就可考虑那些

杀蚜剂；如是杀棉铃虫 (鳞
翅目，夜蛾科)，就要考虑那

些杀鳞翅目好的杀虫剂，如

氯虫苯甲酰胺等。

农药的药效特点。

不同类型的杀虫剂，有

不同的中毒症状。首先，根

据害虫中毒症状，可初步判

断农药的类型。如害虫中

毒，卷曲，吐水，痉挛，该样品

就可能是有机磷类杀虫剂。

其次，可根据杀虫速度，也是

帮助鉴别杀虫剂类型的重要

依据。如杀虫剂中，氨基甲

酸酯类、拟菊酯类、有机磷类

杀虫速度较快，而几丁质抑

制剂，药效慢，需要 3天才能

见到效果。最后是杀虫剂的

外观、气味等。如有机磷类

有大蒜味、恶臭或硫黄味；拟

菊酯类杀虫剂会对人眼、皮

肤有刺激；新烟碱类杀虫剂

如啶虫脒等和阿维菌素对粘

虫中毒的症状是麻醉、假死，

不萎缩、不吐水，触之能动。

以上特点可作为定性农药时

的参考。

结合简单的生物测定，

辅以样品定性。

如果是杀虫剂可简单用

粘虫、蚜虫和红蜘蛛三种害

虫进行初步药效测定，根据

药效就可大致判断出该样品

的防治方向，再进行仪器分

析定性。特别应注意的是，

粘虫的胃毒试验结果应坚持

4天，再计算死亡率，以防几

丁质类杀虫剂漏掉。 冰娃

放养鸡的饲养环境以

草地、树林、荒山荒地等为

主，其饲养方式以野外自由

采食和松散放养为主。为了

保证产品的绿色和原生态，

对放养鸡的饲料搭配和利用

方面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补充饲料要以原汁原

味的农副产品为主。养殖

户在给鸡群补充饲料时，最

好给鸡群直接饲喂未经加

工和破碎的玉米、小麦、大

麦、高粱、豌豆等谷物类饲

料，以保证饲料的纯度和提

高饲料的利用率。

2.给鸡群饲喂的饲草要

以苜蓿等豆科类牧草为主。

3.要定期集中给鸡群饲

喂适量的豆粕、麸皮、油粕，

并注意添加肉鸡生长发育

所 需 要 的 矿 物 质 、微 量 元

素，以满足鸡生长发

育的需要。

4.鸡群进入放养

阶 段 以 后 要 尽 量 少

喂或不喂配合饲料，以保证

鸡肉的品质。

5.如果要饲喂豆饼、麸

皮、油饼，矿物质、微量元素

和配合饲料时一定要准备必

须的料槽，进行分批饲喂，以

防造成饲料的浪费。要定期

给鸡群饮高锰酸钾等消毒

水，减少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总而言之，发展放养鸡

的目的就是生产绿色无公

害的原生态产品，养殖户在

饲养过程中一定不要急于

求成，要遵循放养鸡的生长

规律，尽量少用或不用催肥

催长添加剂和抗菌素，通过

利用原生态的生长环境、饲

喂原生态的饲草料，采取科

学的防病治病措施，就一定

能够生产出名副其实的绿

色产品。 李银奇

农药的隐性成分，你了解吗？

放养鸡饲料如何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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