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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业知识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一名党员

干部，就是一面旗帜。在脱贫攻坚的战役中，

作为一名党员就要举好这面旗，带头发扬“不

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精

神和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苏家湾村位于交城县庞泉沟镇以南 8
公里处，由苏家湾和梅窑会两个自然村组

成。近年来，苏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

任 杨 继 生 带 领 全 村 父 老 乡 亲 ,围 绕 党 的 路

线、方针、政策，高效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

肉牛养殖、中药材种植、苗木栽培、旅游开发

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走科学致

富、集体致富的道路，使全村各项事业取得

了明显进步，2016 年，苏家湾村顺利通过脱

贫验收，实现了整村退出摘帽。2017 年，村

支书杨继生本人被中共吕梁市委授予“五一

劳动奖章”称号，被省委组织部评为全省优

秀党支部书记。

抓党建，锻造战斗堡垒

曾经的苏家湾，黄泥抹墙，人心涣散。面

对家乡长期贫困的落后面貌，2011 年，杨继

生放弃个人事业，返乡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主任，挑起了强村富民重担。六年来，他始

终把党建作为第一责任，积极争取上级资金，

盖起了新组织活动场所，配齐了办公桌椅、电

脑网络等设施设备，党组织硬件水平得到有

力加强；他对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规范完善

党务、财务、村务民主决策流程，把多年不正

常开展的“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

制度重新恢复起来；他立足脱贫攻坚需要，大

力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先后组织“两委”干部

赴汾阳贾家庄等地参观学习，定期邀请省农

科院、山西农大专家学者授课讲学，党员队伍

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他结合苏家湾村情实

际，创新性提出“党支部+合作社+群众”的党

建工作新模式，在中药材、畜牧、旅游等主导

产业上组建党员服务小组，把党组织建在生

产一线，让党员站在群众身边，党员干部先锋

模范作用和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充

分发挥。苏家湾村党支部先后被中共吕梁市

委命名为 2014年度、2015年度农村“五星级”

党支部。

施策准，加快富民增收

以前，苏家湾村镶嵌在庞泉沟景区核心

地带，牧草资源、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缺少

统一规划、没有龙头带动等原因，群众多年守

着“金山”没饭吃，2014年开展建档立卡工作

时，全村还有贫困人口 43 户、95 人，贫困面

22.1%。面对贫困现状，杨继生把发展产业作

为脱贫攻坚首要任务，凭借多年在外经商的

先进理念，精准推进富民产业发展；他积极顺

应县委政府提出的“5+2”脱贫产业发展方向，

组织 134户村民成立了全县第一家农业合作

社—新发农牧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五统一

分”（统一建舍、统一管理、统一防疫、统一配

种、统一销售，分户饲养）养殖模式，建成人畜

分离小区 3050平米，利用肉牛冻精等新技术

改良繁育高档肉牛 432 头，改良后屠宰净肉

率达到 60%以上，每市斤增收 3-5元；他着力

破解载畜量超限和可持续发展“两难”问题，

积极引导村民加快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柴胡、

连翘、党参等中药材 300亩，利用荒坡荒沟种

植苜蓿、松香草等优质牧草 3000 亩，2017 年

合作社收入达 200 余万元，进一步拓宽了群

众增收渠道；他紧紧抓住交城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县的历史机遇，多措并举做大做强

旅游板块，以村集体成立了骨节山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以每股 5000 元吸纳参股村民 90
户，聘请旅游开发公司统一规划，全力推进苏

家湾村营房沟综合开发，目前已初步建设成

为集森林穿越、水上拓展、山地摩托、露营服

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休闲康养基地，

2017年实现收入 50万元，解决贫困户就业 35
人，人均岗位工资达 4000元。

故土情，树立为民形象

“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是他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从企业家成功转型为一名农

村带头人，支撑他的是对故土的深深眷恋，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以村为

家，出力流汗，他从来不计报酬、不求回报。

上任伊始，恰逢县里开展低保核查，杨继生

主动提出取消自己母亲的低保待遇，理由是

自己是支部书记，应该带这个头；村里一些

年老体弱贫困户因丧失劳动能力，交不起农

村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他自掏腰包足额

交齐；苏家湾村距县城 85 公里，往返县城跑

项目、开会办事产生的油钱等费用，他全部

个人承担，招待外来客商也都安排在自己家

里，从未向村里报过一张条子，坚决不给集

体增添一分钱负担，他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

对家乡深深的爱，诠释了一名党员“忠诚担

当”的崇高品质。

快过党的生日了，村里忙前

忙后张罗着。郭香兰隔三差五

就往村委院子里跑，不是擦洗玻

璃，就是清理院落，她说：“老了，

不中用了，趁我还能走动着，给

咱党支部、村委会做点力所能及

的小事，让咱们窗明几净迎接党

的生日！”

71 岁的郭香兰是方山县马

坊镇里其村的一名老党员。18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从事

农村妇女工作，担任村妇联主任

43 年。近年来，由于家境的变

化，郭香兰无奈离开了她衷爱一

生的妇女工作岗位。但她离而

不休，奉献不止，时刻关注村里

的发展变化，发挥余热。2016年

冬天，村里有 5 个享受低保政策

的指标，而符合条件的村民有十

几户，其中就包括郭香兰一家。

在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上，

经过严格公正的层层把关，最终

有 6 户成为确定对象。怎么办

呢？5 和 6 只差一个，下谁呢，这

6 户 都 相 当 困 难 ，令 人 难 以 抉

择。这时，村干部提议让在场的

12名党员投票决定，谁的票最少

就下谁。不多一会儿，结果出来

了，6户群众有 5户都是 12票，唯

有郭香兰是 11 票。大家感到非

常奇怪，按困难程度，按年龄大

小，按人品人性，郭香兰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场

看票，发现身为党员的郭香兰自己为自己少投了一

票。

6月 18日，笔者在里其村见到了这位老党员，谈起

低保投票一事时，郭香兰说：“村民们都很困难，都符

合条件，我身为共产党员，我不主动退出，谁退出我心

里都不好受，况且共产党员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就

应该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就应该顾全大局，所以当时

我就想自己少投上一票，这个事就圆满的解决了。”朴

实的话语，表达的是一位农村老党员对党的忠诚，体

现的是一位农村老党员的党性觉悟。

发展“土豆-土豆专业合作社-土豆花观

赏-土豆农家乐-土豆贮藏增值”循环产业，年

产值达到 30万元，年纯收入超过 10万元……

近日，笔者到河口乡王家村采访时，脱贫致富

户康建福如此介绍他的脱贫经。

康建福曾是王家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他

依靠勤劳双手脱贫摘帽，创业致富，并成为当

地远近闻名的“土豆大王”、致富能手、脱贫典

型、党员创业示范户。

立足本地实际 发展土豆产业

1980 年，康建福高中毕业后即回到家中

务农。他先后养过猪、打过工、造过林，最后

当上村里的会计。即使十八般武艺全用上，

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后因结婚还背上了几

千元的债务。

穷则思变。王家村地处高寒山区，气候

冷凉，昼夜温差大，土壤含钾高，种植土豆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想，只有立足本地实

际，发展土豆产业，才有可能找到一条脱贫致

富之路。为此，2005 年，康建福承包村里外

出打工农户 30 多亩地，加上自己的地，种植

土豆 40 多亩，当年土豆产量达 10 余万斤，成

为村里的“土豆王”。

然而，由于种的是一般商品土豆，土豆品

质差，加之没有贮藏条件，收入不太乐观。“再加

上三个儿子都已长大，两个儿子结婚开支 20多

万元，一个儿子还在校念书，妻子又体弱多病，

因此我家一直没有摆脱贫困。”他回忆说。“2004
年精准识别贫困户时，他家被村里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支书王爱珍在一旁解释道。

争取政策扶持 实施科技示范

2008年，为了把土豆产业做大做强做优，不

满现状的康建福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组合 51
户农户，创办了王家村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岚县建福千亩科技示范种植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之后，自发垫滩地 150亩，紧

紧抓住片区开发扶贫机遇和吕梁市农业产业

化“8+2”项目实施，争取资金、技术、优种、化

肥、地膜等政策支持，实施了若干土豆良种繁

育工程、科技示范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

“我们合作社注册了‘岚漪河’商标，陆续

引进了冀张薯 8号、晋薯 16号、荷兰薯 7号、青

薯 9号、冀张薯 12号等优良品种，年均种植原

种 1000多亩，一级种 2000多亩，微型种 100多

亩，都是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生产、统一

销售，目前年产量能达到 1500多万斤。”康建

福自豪地介绍道。“我 2014年当年种植土豆 40
多亩，平均亩产 4000 斤左右，总产达到 16 万

斤，仅土豆一项就收入 9万余元，人均纯收入

达到 1.2万元。当年就甩掉了贫困帽。”

在康建福的倡导下，2016 年合作社争取

“一县一业”扶贫资金 15 万元，建起了 260 平

米的薯窖 3 孔，能贮藏土豆 300 多吨。为社

员、贫困户免费存放土豆。当年，加入合作社

的 36 户贫困户依托合作社全部脱贫。合作

社因此获得“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中国马铃薯示范基地”“合作经济创新奖”

“优秀农民合作社”等称号。

依托“土豆花开”打造农家品牌

2015 年 7 月，岚县举办了首届“土豆花

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作为主场地河口乡

王家村更是人山人海，人们赏花、观景、看

戏、品食，登高乘凉，消夏避暑，外来人员络

绎不绝。善于捕捉商机的康建福正好看中

城里人喜爱绿色、原生态自然风光及岚县土

豆风味美食的特点，率先响应县乡号召，在

自家办起了以土豆为主要食料的农家乐，当

年接待游客 300余人次，收入 8000余元。

2016年，随着“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的

升温，富裕后的康建福正式以妻子的名字命

名自家的农家乐为“爱连农家乐”，由县旅游

局授牌。在乡里支持资助下，投资 8万余元，

建卫生厕所 24 平米，厨房 24 平米，接待餐厅

84平米，添置了餐桌、厨具、冰箱、座椅等，新

建房屋 2 间，改建 4 间，大大满足了游客多方

需求，接待游客 800余人次。

“2017 年，我又投资 1 万余元，添置了消

毒橱柜、彩电，硬化了大院，修缮了外围街道，

农家乐环境进一步优化。聘请了厨师、贫困

户帮工，以一流的服务和标准，打造以土豆为

主的纯天然、无污染花样风味美食‘爱连农家

乐’品牌。”康建福说道。

康建福将合作社发展植根于家乡广袤的

田野，将个人追求融入到广大群众脱贫致富

的梦想，走出了一条“土豆种植+土豆专业合

作社+土豆花观赏+土豆农家乐+土豆贮藏增

值”的循环绿色产业链脱贫致富新路，受到社

会各界的高度肯定。

支书王爱珍给他算了一笔账，“每年自种

土豆 40 多亩，正常年景平均亩产 4000 斤，仅

卖他家土豆一项大约就收入 10万元，农家乐

收入约 1 万元，合作社收购社员及其他贫困

户土豆外销收入、加上家庭其它收入近 20万

元，家庭纯收入基本不少于 10万元。”

不愧是当之无愧的“土豆王”。

当前葡萄正在旺盛生

长，即将进入果实膨大期，逐

渐趋向成熟，在采收前一个

月内是获得优质高产的关键

期，要获得好收成，就得抓好

肥水管理及病害防治工作。

肥水管理不务虚

及时施肥，补给养分。

一般于果实着色初期追肥

一次，以磷钾肥为主。可选

择硫酸钾三元复合肥进行

土施；也可以通过根外追肥

的方式，结合防治病虫害一

起喷施，增加叶片和果实营

养，可选用 0.5%-1%磷酸二

氢钾溶液等连喷 2~3次。

为提高葡萄浆果的耐

贮藏性，可在采收前一个月

内，连续喷施两次钙素叶面

肥 （ 如 钙 宝 1000- 1200
倍），可以明显提高葡萄浆

果中钙的含量，从而提高葡

萄品质及耐钙贮藏性，对预

防裂果也有一定的作用。

加强水分管理。为了

保证葡萄品质，要求在采收

前一个月内严格控制灌水，

防止品质降低。

病害防治要抓紧

葡萄从果实膨大期至

成熟期容易发生诸如霜霉

病、黑痘病、炭疽病、白腐病

等病害。在抓好田间肥水

管理的同时，必须及时做好

各种病害的防治工作。

1、霜霉病：一般 6~7 月

发生最为严重。在发病前

或发生初期，选用 78%科博

或 80% 必 备 可 湿 性 粉 剂

500- 600 倍 或 27.12% 铜 高

尚悬浮剂 500 倍进行预防，

可 同 时 预 防 黑 痘 病 、炭 疽

病、白腐病的发生；在发病

中后期，可选用 60%灭克可

湿性粉剂 600倍或 72%霜脲

锰 锌 可 湿 性 粉 剂 500 倍 或

72%克露可湿性粉剂 600倍

或 58%雷多米尔可湿性粉

剂 500倍等药进行防治。

2、黑痘病、炭疽病：高

温高湿条件容易发生，预防

药 剂 可 参 考 霜 霉 病 的 防

治 。 病 害 发 生 后 ，可 选 用

68.75% 易 保 水 分 散 粒 剂

800~1000 倍或 43%好力克

悬 浮 剂 3000- 5000 倍 或

12.5% 力 克 菌 可 湿 性 粉 剂

1500倍等药剂进行防治。

3、白腐病：6月初始发，

如遇 7~8 月雨水多、台风多

则发病加重，特别是果实进

入着色至成熟期，感病程度

明显增加。预防药剂可参

考霜霉病的防治，治疗药剂

可参考黑痘病的防治。

4、白粉病：高温干旱天

气有利于该病害的发生和

流行，以 6~7 月发生较为严

重，生长后期发病较少。药

剂防治可选择 43%好力克

悬乳剂 3000-5000倍或 10%
世高水分散粒剂 1500 倍等

进行防治。

5、灰霉病：果实着色至

成熟期若天气湿热，常导致

果穗严重发病，特别是设施

栽培要重点加以防治。药

剂可选用 50%扑海因悬浮

剂 1000倍 （预防）或 40%施

佳乐 800-1000 倍或 50%农

利灵水分散粒剂 1000倍等，

交替用药。

6、水罐子病：是葡萄果实

的生理性病害，又称葡萄转色

病。葡萄水罐子病表现为果

粒色泽不正常，色淡，白色品

种果粒呈水泡状，有色品种果

粒变成水红色，果粒变软，成

一包酸水，极易脱落，此病多

发生在穗尖，结果枝留两穗果

的比一穗果的发病多，地下水

位高或果实快成熟时遇高温

多雨，发病较重。

预防方法：①留足叶片，

每穗至少 15-18片叶 （夏梢

每两叶摘心）；②田间雨天及

时排水，久晴要沟灌浅水；③
基施复合肥和钾肥；④多施

含磷、钾的有机肥料，如鸡鸭

粪、草木灰等农家肥，增加叶

片和果实的含钾量；⑤加强

夏季修剪，合理负载；⑥地下

水位高的地块要及时开沟排

水。 郭友 宗禾

西红柿空心果实主要

发生在深冬以及越夏、秋延

迟栽培过程中，是严重影响

西红柿产值的一种生理病

害，但是这种危害是可以避

免的，在此将预防措施介绍

如下，供参考：

一、不要随便长时间冲

施激素肥料。激素肥料能使

西红柿形成大量的空洞果。

二、加强养分供应。越

夏西红柿营养生长旺盛，再

加上菜农朋友激素点花，就

非常容易导致营养生长和生

殖生长失调。所以要适当补

充钾肥，促进果实发育。

三、遮阳网管理。越夏

覆盖遮阳网的目的是合理

调控温室的温度和光照，如

果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光照

减 少 ，那 么 照 样 会 造 成 危

害。大棚遮阳网密度不宜

过大，阴天要及时撤除，遮

光时间太长植株制造的光

合产物少，就无法满足茎叶

和果实营养的供应，出现空

洞果。

四、防止夜温过高。加

强通风，拉大放风口，拉大

昼夜温差，减少营养消耗。

五、不要整枝、摘叶过

度、过早。番茄生长中后期

要适当摘叶，增强光照，促

进通风。但是如果打头、整

枝、摘叶过早，会严重影响

植株光合产物的生成，致使

光合产物向果实运输量减

少，出现空洞果；整枝过厉

害，会影响根系的发育，致

使根系早衰，果实出现空洞

果。

六 、降 低 点 花 药 的 浓

度。西红柿点花药中都有

复配成分：赤霉素，其主要

作 用 是 促 进 果 实 的 生 长 。

但是赤霉素主要刺激果皮

发育，果实内部组织发育缓

慢，导致果实空心。所以外

界温度越高，更要适当降低

点花药的浓度。 王迎春

小黄瓜生产中，总会听

到这样的疑问，摘不摘下部

老叶？是先摘叶再落蔓还是

先落蔓再摘叶？笔者认为，

下部老叶一定要摘除，先摘

叶再落蔓，这样效果才好。

摘除老叶好处多

地 膜 有 用 ，但 作 用 有

限。棚内铺设地膜对于降

低湿度有一定的作用，但黄

瓜茎蔓下部贴近地面处仍

是湿气的聚积地，下部老叶

染病更易，且会逐步向上感

染，造成更大的为害，菜农

用于防治病害所花费用肯

定多于雇工的劳务费用，省

钱一说无从谈起。

植株衰弱，产量低。老

叶病叶会消耗植株营养，菜

农都了解，但菜农往往忽视

病叶上的病菌，它们也会消

耗植株自身大量的养分，因

此患病植株的衰落程度是

非常快的，这就需要引起菜

农重视，及时摘除老叶、病

叶。

先摘叶再落蔓有优势

叶 片 遮 瓜 ，漏 瓜 耗 营

养。菜农在平常的管理中都

了解，如不进行摘叶处理，因

叶片遮挡，往往将瓜遗漏，这

样遗漏的瓜条往往坠住了棵

子，同时不断地消耗养分，加

重了植株的衰弱。

植株衰弱，防治难度增

大。不摘除老叶病叶，病害

防治难度增大，再加上植株

虚弱，抗逆性差，用药浓度

稍大，就会产生药害，费时

又费力，同时还增大了用药

成本。

对于已经染病的植株，

应及时进行药剂治疗，对未

染病的小黄瓜植株进行药

剂预防，防患于未然。

陈东立

好葡萄是这样管出来的

越夏西红柿空洞果咋防

小黄瓜底部叶片应该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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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攻坚深度贫困攻坚深度贫困

方山县峪口镇张家塔村核桃产业发展飞快，该县林业局

精准扶贫跟踪服务，春剪夏施肥。现在又到了核桃树嫁接的

季节，近日，该县林业局从核桃产区——汾阳市聘来了十多

个嫁接技术员，带着优良核桃接穗，免费为果农们对一些劣

质品种的核桃树进行嫁接改良。新品种早挂果、结果稠、皮

薄且块头大、营养高。这一改良，使张家塔核桃产业再上一

个新的台阶。

闫志宏 赵玉润 摄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