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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我们—我们““走转改走转改””

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初夏时节，走进方山县烧炉山下牧场，群

山环绕中，地上早已是一片崭新娇绿的草色，

黄黑相间的牛儿正在原野上悠闲地散步。它

们三个一群，五个一队，或漫步而行，或低头

吃草。小牛犊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蹬蹬蹄子

刨刨地，一看就是有力气能干活的样儿，真是

爱煞个人。这里就是方山县圪洞镇集中放牧

的牧场，阳湾村的养牛业，也正是依托此间发

展的。

阳湾村位于圪洞镇东部，距离县城只有

4 公里，地势便利。全村共有 155 户 382 口

人，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种植业、养殖业为生。

全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共 44户 62人,其中 33

户 46 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 6 人,其中

5人是贫困户。

方山县委宣传部驻村扶贫以来，瞅准这

个村的土地资源丰富、养殖业基础较好的优

势，充分利用产业发展资金 20 万元, 规划修

建 能 容 200 头 牛 ，占 地 4000 余 平 米 的 养 牛

场。今年完成第一期，修建占地 2000m2，牛棚

占地 500m2。
目前,村里已建成圈养 100 头牛的牛棚，

正积极利用县财政给予的集体产业发展资金

和贫困户每人 2000元的产业发展资金，共计

47 万元，由村集体捆绑使用，集中购买架子

牛统一育肥、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经测算，

每头肉牛育肥出栏后经济效益可

达 1912元。

按照育肥周期，确定贫困户

利益分红机制。贫困户每人 2000
元占股 0.431%，全体贫困户共占

股 56.9%，一年下来每人分红 412
元，集体资金 20万元占股 43.1%，

可分红 41203元。

阳湾村全部耕地 l1251亩,既有平川水地，

又有山地梯田。扶贫工作队因势利导，认准土

地，在农业上做文章，创新种植业经营机制，建

立农业专业合作社，吸收贫困户参与管理。经

过广泛宣传发动，目前全村申报种植高粱的有

12户 32亩，种植品种为新杂 2号。每亩投入

530元，亩产可达 711.3公斤，政府按 1.2元/斤
保底收购，每亩纯收入可达 1177元。

现在，工作队正在大造声势、强化宣传,
召开党员会、支村干部会、村民代表会，充分

调动广大村民脱贫致富的主动性，引导村民

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同时利用广播、标语、

村务公开栏等载体积极宣传,为打造支柱产

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贫困户侯继文对记者说：“我家零星养

牛，种旱地六七亩。过去广种薄收。现在参

加了工作队组织的农技知识培训,还在农业

合作社参与养牛，下一步脱贫有指望！”

不宜全园深翻

浅根系果树超过 30 厘

米的深翻会损伤根系，影响

对 水 分 和 营 养 物 质 的 吸

收。土壤翻耕以人工为主，

深度不超过 20 厘米，或是

分次翻耕，不可一次性全园

翻耕。

不宜间作套种

浅根系果树根系吸收

水分和养分的范围有限，行

间套种间作其他作物会与

果树争水争肥，生长季节不

建议套种深根、越冬、攀延

和高秆作物，幼龄果园可套

种根系浅、生育期短的蔬菜

和矮秆作物，如白菜、萝卜、

葱等。

不宜化学除草

除草以人工控制为主，

只要不影响果树正常生长

可适当生草，入冬前全部割

除覆盖树盘或浅翻入土增

加有机质含量。

不宜大水大肥

由 于 70%的 吸 收 根 系

分布在 30～40 厘米深的范

围内，大水大肥在土壤表层

留存时间短，易随水渗透到

土壤深层难以吸收利用造

成不必要的浪费。浇水施

肥按少量多次原则进行，不

宜一次性施足浇透。

崔志刚

病害死苗 播 种 前 苗

床、营养土未消毒，幼苗出

土后没及时喷药杀菌，以及

苗床温度、湿度管理不当等

易使幼苗发生猝倒病、立枯

病而死亡。防治措施：每平

方米苗床用 50%多菌灵可

湿性粉剂 8-10 克，与适量

半干的细土混匀后撒于畦

面。配制营养土时，每立方

米营养土中加入 50%多菌

灵 可 湿 性 粉 剂 80-100 克 ，

充分混匀后制备营养钵。

虫害死苗 苗 床 内 蛴

螬、蝼蛄等地下害虫严重发

生 时 ，会 造 成 幼 苗 大 量 死

亡。防治措施：用 80%敌敌

畏乳油 1000倍液浇灌苗床，

可防治蛴螬。用 80%敌敌

畏乳油 100倍液或 50%辛硫

磷 50倍液拌碾碎、炒香的豆

饼、麦麸等制成毒饵，撒于

苗床上，可杀灭蝼蛄。

药害死苗 苗床土消毒

时用药量过大或播种后床土

过干，以及幼苗出土后喷药

浓度过高，都容易引起药害

而死苗。防治措施：每平方

米 苗 床 的 用 药 量 为 8- 10
克。药剂处理后的苗床要保

持土壤湿润，防止干燥。幼

苗出土后防治病虫害时，药

液的浓度要适宜，以防烧苗。

沤根死苗 苗床温度低、

湿度大和光照不足时会使幼

苗呼吸作用受到阻碍而死

亡。长期阴雨天气，苗床不

能通风换气，更易发生沤根

死苗现象。防治措施：要控

制好苗床湿度。苗床浇水要

视土壤湿度和天气情况而

定，每次浇水量不宜过大，以

避免苗床湿度过大。

风干死苗 给苗床通风

时，如果突然揭开薄膜或覆

盖物被大风吹开，均会导致

苗床内外空气变换过猛，而

使苗床空气温度、湿度骤然

下降，造成幼苗失水萎蔫、

死亡。防治措施：苗床进行

通风时要在顺风向的一侧

开通风口，通风量要由小到

大 ，使 秧 苗 有 一 个 适 应 过

程。大风天气还应注意把

覆盖物压紧，防止其被大风

吹开。 张镇

浅根系果树土壤管理四不宜

蔬菜死苗原因及防治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临县庙坪村的丰林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看到周围一片繁忙

的景象：大棚里，农户们穿梭于菇菌棒之间，

注水、采摘；大棚外，商贩们选菇、上称、装

箱。自 2015 年 4 月该公司成立以来，仅用两

年的时间，食用菌产业就成为当地农户的致

富法宝，辐射带动了周边 12 村、13 个合作社

食用菌发展，带动 265 户贫困户、830 人人均

年增收 3000元以上。

走进大棚，一排排香菇棒整齐地码在架

子上。每个菌棒上分布着大小不一的香菇，

有的还未长开，有的已经成熟，上面均匀地散

布着乳白色的小点，香气四溢。“每年的 5 至

10月正值生长季，是农户最忙的时候。你看，

这些香菇长得多好，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公司董事长郝吉祥介绍着：“这种由枣木菌棒

培育的枣木香菇因为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微

量元素，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青睐。我们公

司现在拥有食用菌菌棚 105个、菌棒加工厂 1
座、年产鲜菇 80 万公斤、加工菌棒 400 万棒，

打造的‘湫川丰林牌’特色枣木香菇，远销北

京、福建、广东等全国 10多个省市，年总产值

能突破 1000万元。”

为进一步增加产量，丰林公司不断优化

升级改造，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通过“四统

一”模式，即统一规划指导、统一技术服务、统

一菌棒供应、统一品牌销售，使得香菇销售供

不应求，也让更多的贫困户看到了希望，有了

生活的来源，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56 岁的郭满廷是村里多年的贫困户，有

四个孩子的他在外打工一个月只能挣 1300
元。自从成为丰林公司的员工，郭满廷便有

了一个月 2700元的收入。后来，妻子刘香娥

也来到厂里上班，从事蘑菇采摘工作，一个月

也挣到了 1800元。“门也不用出就能领到‘工

资’，这多好！现在我们两口子一年能挣到三

万多，多亏了咱们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们这些

贫困户有了新的盼头。”郭满廷说。

而务工收入，仅仅是贫困户收入来源之

一。丰林公司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通过发展食用菌种植、蔬菜种植、光伏发电

三大产业，贫困户可获得土地流转收入、务工

收入、资产性收入、财政转移收入和经营性收

入五方面的收入，从而实现稳定增收和发展。

“公司目前已与山西农科院、农大等科研

院所签订合作，牵头成立临县食用菌协会，打

造特色枣木香菇品牌，借助电商园区开启跨

界电商业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

规模，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增加收入，实现稳定

脱贫。”郝吉祥信心十足地说。

本报讯 （记者 马龙 通讯员
李晶晶） 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石

楼县委、县政府树立新的资源观，

积 极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的发展理念，按照市委“一个战

场打赢两场战役”的要求，总结历

年生态建设的得与失，提出并实施

了发展沟域经济新模式，将“治山

治沟”与“增绿增收”紧密联系、紧

密互促，切实把绿水青山的建设过

程变成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过程，

推动了从靠山吃山到靠山脱贫的

转变。特别是 2017 年习总书记视

察山西作出重要指示后，石楼县全

力推进攻坚深度贫困“三五工程”，

在生态脱贫方面，以发展沟域经济

的模式和思路，重点推进了退耕还

林、造林合作社、聘任护林员、经济

林提质增效、特色林业产业项目五

大林业生态脱贫增收工程。

据了解，2017年石楼县成立了

吸纳贫困户 1000户，贫困人口 3900
人的 57家造林专业合作社，全县的

退耕还林工程全部由造林专业合

作社实施，贫困人口以 220 元/亩的

标准挣劳务工资参与红枣核桃经

济林提质增效工程，人均可增加务

工收入 6000元左右，有效增加了群

众收入。2018年开始，全县增加了

造林合作社数量，119 个村委每村

一个造林合作社，由村两委主干领

办 ，吸 收 当 地 贫 困 户 参 与 造 林 务

工。十三五期间，这些合作社将承

揽造林 20余万亩，实现合作社社员

三年内稳定持续增收。同时在经

济林管护中，也形成了一批有技术

的专业管护队伍，比如，灵泉镇马

村有一支 36 人核桃嫁接修剪管护

队伍，春夏承揽嫁接改良工程，人

均两季收入在 1万元以上。

霍连宝是石楼县义牒镇曹家河村的贫困

户，由于常年有病，无法外出务工，一家人只能

靠家里的十几亩土地为生，忙忙碌碌一年下

来，收入只有八九千元，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去年，村里成立造林合作社后，他多方筹资，第

一个报名入股，春季挖条带，秋季栽树，一年能

干三个多月，连分红能挣个一万二三，并在农

闲时节在合作社劳动打工，一年下来，

他的家庭收入实现了翻番。

据龙泉扶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呼双龙介绍，从去年开始，

村里成立了造林专业合作社，社里

一共有 20 个人，有 19 个贫困户，社

外有 30 个人，每年跟上合作社打

工，每人每年收入一万元左右。

石楼县义牒镇今年的退耕还林

面积为 35000 亩，工程需要人工劳

力 400 人左右，如何能让这些工程

给老百姓带来最大收益，是义牒镇

党委、政府考虑最多的问题。去年

以来，义牒镇以绿化脱贫、造林带富

为发展思路，广泛发动各村的能人

大户带头成立造林专业合作社，吸

纳更多的本地贫困户和农民在合作

社入股、务工，从而实现增收致富。

现如今，义牒镇掀起了造林务工的

高潮，全镇 400—500人在合作社实

现了就业，一年 4 个月的务工收入

已经超过了他们整年的种地收入，

种地+务工的双重模式，为当地群

众的增收致富注入了全新活力。

石楼县久为贫穷所困，支离破

碎沟壑纵横的地形地貌是重要制约

因素，全县 1808平方公里的国土面

积上有大小沟壑 5700 余条，67%的

土地在 25度以上的陡坡地带，水土

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气候十年

九旱。为改变这一状况，石楼历届

县委、县政府发扬右玉精神，坚持不

懈造林绿化治山治沟，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先后实施了小流域治理、

退耕还林、枣化杏化、“111”核桃发

展计划、红枣核桃经济林提质增效

等一系列举措，建成了介莫林场 20
万亩人工林，是全市最大的人工林

自然保护区，发展 68万亩退耕还林

和 50万亩红枣核桃经济林，成了全

省退耕还林面积最大县和全省农民人均经

济林面积最大县。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31.8%，宜林荒山绿化率达到 80%。 2018
年，抓住春季造林黄金时机，全县已经铺开

了 8万亩退耕还林工程，春季将完成 14.5万

亩的年度退耕还林任务。通过退耕还林政

策的落实，退耕贫困户获得稳定的收入。

牛牛肥草茂五谷香
————方方山县圪洞镇阳湾村脱贫致富见闻

□ 本报记者 梁瑜

图为方山县圪洞镇养牛牧场图为方山县圪洞镇养牛牧场。。 惠爱宏惠爱宏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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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庙坪村：特色香菇铺就农户脱贫路
□ 本报记者 刘子璇

石楼县农夫山庄养殖有限

责任公司位于石楼县灵泉镇马

村下山洼村，注册资本 600 万

元，占地面积 700 亩，生产用地

60余亩，是笨鸡、笼养鸡养殖及

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该

公司建设在交通方便的退耕还

林沟壑区，周围环境优美，空气

新鲜，生态植被突显，真正打造

出了沟域经济品牌，为消费者提

供正宗绿色环保食品，让人们吃

得健康，吃得放心。该公司还带

动了附近的农民和贫困户就业

入股，为脱贫攻坚做出了很大贡

献。图为新扩建的层叠式蛋鸡

标准化鸡舍。 惠爱宏 摄

6月 15 日，来自方山县教育、卫生、综合执法、企业、

马拉松志愿者、基层团委和麻地会乡政府的 450 余名青

年志愿者，来到该县麻地会乡后则沟村千亩山楂园，举

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奉献青年爱心、助推产业扶贫”的

义务拔草活动。

近年来，麻地会乡后则沟村初步探索形成了多元化

种植、村集体经济破零、全民增收致富的“村集体+合作

社+贫困户”的立体农业发展模式，被县委、县政府确定

为可推广复制的“后则沟模式”。如今，山楂树长势喜

人，但杂草丛生，直接影响收成。基于此，团县委和麻地

会乡政府联合发起了助推产业脱贫、义务拔草活动，广

大志愿者积极参与此项活动，顶着烈日，不怕苦，不怕

累，活动取得了预期效果。 闫吉平 赵梓皓 摄

本报讯 （记者 穆佳
妮） 6 月 26 日，我市召开全

市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市干部驻村帮

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

秦书义，市干部驻村帮扶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市长

尉文龙出席会议。市干部

驻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联

席会议办公室及市干部驻

村帮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有关负责人、市直单位

驻县扶贫大队长、各县（市、

区）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市直单位选

派农村第一书记2017年度考

核“优秀”等情况以及全市干

部驻村帮扶工作考核结果排

队情况。会上，市直单位派驻

中阳县扶贫工作大队长郝忠

亮，柳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兰彦生等作了交流发言。

秦书义要求，全市各县

(市、区)干部驻村帮扶领导

小组及广大驻村干部提高

政治站位，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切实把驻村帮扶责任

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

在行动上，不折不扣地落实

好中央、省、市关于干部驻

村帮扶工作的各项要求，为

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尉文龙就进一步做好

干部驻村帮扶工作作了具体

部署。他要求驻村帮扶领导

小组和驻村干部进一步压实

工作责任，着力创新帮扶模

式，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进一

步提升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马温博）
6月 20日至 21日，由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办公厅副主

任王军带队的工作组在兴县

对接洽谈中国（兴县）国际扶

贫研讨会的筹备工作。省扶

贫办副主任张建成，省对外

友好协会专职副会长靳云

艳，副市长尉文龙一同参加

对接活动。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西一周年之际，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民

间外交优势，分享国内外扶

贫减贫有益经验和做法，助

力我省早日实现脱贫目标，

中国友协与山西省人民政

府于本月 26日至 28日在我

市 兴 县 共 同 举 办 中 国（兴

县）国际扶贫研讨会。

王军一行走进村庄、学

校、企业等研讨会期间的观摩

点，详细检查这些地方的准备

工作，对参观地点、参观路线

和时间设定等事项反复斟酌，

与工作人员深入探讨有关细

节，对不足之处提出了改进意

见。期间召开座谈会，专题讨

论研讨会总体方案，对接活动

期间接送机、会务组织、礼宾

安排、场地保障、食宿行保障、

推介会组织、新闻宣传报道等

具体事宜，为研讨会的顺利召

开做了详尽的安排。

尉文龙要求，相关工作

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大会准

备工作，确保有序跟进每一

个环节；要从细节入手，努

力把观摩点及会场布置、食

品卫生、医疗保障等会务和

后勤保障工作做实、做细、

做好，高标准完成任务，确

保会议顺利举行。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组
在兴县对接洽谈工作

我市召开全市干部驻村
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