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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水土流失较重，自古以来农民群众

就有治山治水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民营水保治理户 13.8 万户，其中治理大户

541 户（500 亩以上），治理面积达到 253.4 万

亩，占到全市总治理面积的 21.4%。民间资

本参与治理水土流失已经成为我市的一支

重要力量。

水利水保工程不但能够发动广大贫困

农户参与治理小流域,增加耕地面积，推进

生态建设，而且也能让广大农民在治理开发

中得实惠，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还可以转

变贫困山区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贫困地区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结合我市实际，应把水利水保工程作

为山区贫困县实现扶贫攻坚的重头戏，放到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当中通盘谋划、统筹推

动，努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应鼓励、引导、支持更多的农民投身到水利

水保工程中，出台相关鼓励、支持具体政策，

支持贫困县份积极开展工程建设，以推动

稳定脱贫。

通过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社会融资

等多种渠道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物质装备

条 件 。 扩 大 耕 地 面 积 ， 加 强 耕 地 质 量 建

设，提高农田生产效率。保护农业生态资

源,增强山区农民治理意识，实现规模生

产，保证粮食增产增收，尽快达到生态脱

贫。同时，要强化农业科技和人才支撑，

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对农民进行实用科学

技术培训，造就新型农民，提高农民劳动

技能，促进农业发展。

抓紧农村水利水保工程不放松
□ 梁瑜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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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以来，山东产地

生姜农户卖货积极性逐渐

提高，尤其临近中旬，各产

地 农 户 陆 续 开 始 倒 井 卖

姜，各主要市场生姜上货

量持续年内高位。以潍坊

昌邑宏大市场为例，8月 26
日开始，市场生姜上货量

明显增大，仅有 6天生姜早

间上货量低于 500车，市场

最多时曾达 650车左右。8
月 26 日至 9 月 18 日，早间

市场共计上货 12430车，较

前 24 天总车数 10230 车增

多 2200 车 ，较 2017 年 同

期 8190车增多 4240车。

前期生姜产地上货量

虽持续年内高位，但受中

秋节日带动，国内销区市

场销量见增，客商按需加

大采购量，部分市场客商

储备中秋货源，采购积极

性明显提高。产地生姜供

货充足，走货顺畅，购销两

旺，价格行情无明显变动。

新姜产新期临近，农

户倒井卖货积极状态有望

延 续 ，产 地 货 源 供 应 充

足。中秋备货过后，国内

市场客商多有适量备货，

再加上终端市场销量暂未

见明显好转，部分客商无

大量囤货意向，按需采购

为 主 ，产 地 拿 货 较 为 谨

慎。供货多，需求弱，价格

行情稳中趋弱。短期产地

生姜货源仍较充足，价格

行情平稳中仍有偏弱运行

可能。

金 农

生姜价稳中见跌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近年来，离石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保基

本、广覆盖，突重点、上水平”的总体思

路，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推进

示范村创建和覆盖率提升，村庄道路、

危房改造、安全饮水等一大批民生工程

有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

效。 记者 郭炳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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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南庄镇吴村有个“葫芦

王”，她不仅自己依靠葫芦发家致

富，而且带动全村乃至周边村民发

了葫芦财。“葫芦王”找到了“宝葫

芦”，不得不提到科技给她的支撑，

特别是科协组织对她的帮助。

她叫薛改莲，今年 57 岁，早年

她 家 和 其 他 村 民 家 一 样 种 植 葡

萄。因为长时间种植，葡萄得了一

种跟土壤和气候有关的病，多年治

愈不了，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产量

却持续减少。1996年，通过考察和

学习，她家开始尝试种植不到 2 亩

的葫芦。如何确定行距、株距，如

何防治病虫害，如何坐果、采收、晾

晒、储存……他们多次请教 500 公

里外的葫芦种植户，用尽了心思，

逐渐掌握了种植葫芦的门道，尝到

了种植葫芦的甜头。

此时，薛改莲没有保守秘密，

热情地向左邻右舍传授葫芦种植

的技术，让大家一起发葫芦财。她

引导乡亲种植亚腰葫芦和异形葫

芦两大类 20余种品种，目前种植的

品种涵盖了国内葫芦市场的所有

品 种 。 现 在 仅 吴 村 就 种 植 葫 芦

1000 余亩，涉及农户 180 余户，占

全村的 90%。吴村也由有名的“葡

萄村”变为著名的“葫芦村”。吴村

乐龙葫芦种植基地被命名为全国

最大的葫芦种植基地。

薛改莲自幼喜爱绘画，看到丰

收的素葫芦，她想能不能在葫芦

上 作 画 ，提 升 葫 芦 的 价 值 。 2001
年，她试着在葫芦上烙画，但效果

不佳。为此，她向从事葫芦工艺

制作的朋友请教，系统地学习烙

画的工艺技法和工具使用方法，

最 终 掌 握 了 葫 芦 烙 画 技 艺 。 之

后，她学习各类葫芦工艺品的精

深加工技术。她所加工的烫画葫

芦，采用勒扎、制范、火画、押花、针

划等不同装饰方法，缩名山大川于

盈寸之间，移嘉卉奇葩于指掌之

上，赏心悦目，养性怡情，深得人们

的欢喜。村里有几家经她传授技

艺从事了葫芦工艺品加工业务。

她的作品在上海荣获举国欢庆迎

世博传统工艺优秀奖、第二届中国

（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民

间工艺金奖。吴村烙画葫芦工艺

被评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产品被评为山西品质旅

游工艺品、吕梁市最受欢迎产品

奖。她被命名为吕梁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文水县吴村

烙画葫芦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文水县优秀人才。人们尊敬地

称她为“葫芦王”。

随着葫芦种植和加工的发展，

她家的葫芦事业逐步迈向了产业

化。1997年，她家成立了文水县则

天故里乐龙葫芦专业合作社，主要

从事各类葫芦工艺品精深加工项

目，带领村民致富。2002 年，她家

还牵头成立文水县石安葫芦种植

加工协会，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

培训等。2018 年，为与市场接轨，

又成立了山西威瑞亚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合作社被评为中国科普

惠农兴村先进单位、山西省农村科

普示范基地、山西省休闲农业与旅

游示范点。

从开始种葫芦到后来做葫芦

工艺品，她都得到科协组织的大力

帮助，科协带领她出省参观学习、

参加各种展会、为她提供资金支

持、依托她的合作社建立乡村 e站。

现在，她家成为当地有名的葫

芦种植产销大户。整个吴村也靠

葫芦年收入达到 1000多万元，户均

10000多元。村里人修房、买车、娶

媳妇，80%靠的是葫芦的收入。该

村成为附近村庄的富裕村。村民

郭守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过去

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后来被葫芦的

利润吸引，回乡种植葫芦，每年收

入达到十几万元，大儿子通过种植

葫芦娶回了媳妇，一家人过得美滋

滋的。

薛改莲说：“科技就是我的‘宝

葫芦’，下一步我准备继续提高葫

芦种植的科技含量，钻研葫芦工艺

品技艺，强化对合作社社员及其他

村民的培训，让大家一起用小葫芦

发大财。”

““葫芦王葫芦王””的的““宝葫芦宝葫芦””
□ 本报记者 李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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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方山县北武当镇积

极引导农民面向市场，根据山区农村实

际，大搞小打工、小种养、小贩菜、小加

工，鼓起了贫困山区农民的“钱袋子”，

以“小门道”做活脱贫攻坚、增收致富奔

小康的大文章。

下昔村农民刘冬元，农忙时在家里干

自己的农活，农闲时帮人修建房屋、植树、

管理苗木，一年下来能挣 2万元。近年来，

随着该镇农村种植养殖规模的扩大和民营

企业的迅猛发展，许多农民不再盲目外出

务工，而把农忙时干自己的农活，农闲时走

进附近民营企业打工当作一项脱贫致富的

理想方式，像刘冬元一样的农民，仅北武当

镇就有 1000余人。

种上几亩经济作物，开上一个蔬菜

店，不愁脱贫致富。下昔三村南坡农民段

香汝，2010年在自家庭院里建起了蔬菜大

棚，生产西红柿、青椒、南瓜、豆角、

白菜、夏土豆等绿色无公害蔬菜。他还自

筹资金，办起来了蔬菜门市部，自产自

销，日子过得非常红火，年经济纯收入超

过 10万元。

最近几年，北武当镇一些农民纷纷购

买了摩托车、农用三轮车、小货车常年往返

离石、方山县城以及邻近乡镇农贸市场，巧

做贩卖农副产品生意。长期做蔬菜水果生

意的下昔村农民温林，开着自家小货车去

离石批发时令绿色蔬菜和水果，再运回来

到自己开办的蔬菜水果门市部出售，年纯

收入达到 10多万元。

北武当镇的农民大都有加工农产品的

习惯，农产品的加工成了一些不能外出打

工农家妇女的最佳选择。下昔村农家女马

福连在家里建起了山西天玉粮油食品加工

厂，搞起了甜玉米加工，还经营包子、馒头、

水饺等食品，年纯收入 200多万元，还带动

了下昔村、河庄村等周边村农家妇女来厂

里当工人，月收入 2000元以上。

（徐龙）

方山县北武当镇农民“小门道”挣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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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玉米秸秆还田

技术逐步得到普及，但部分

农民对这一技术掌握不够

全面，应用中出现了一些问

题，甚至产生负效应，部分

田块出现小麦出苗率低、苗

黄、苗弱甚至死苗现象。经

分析，主要原因是碳氮比失

调、秸秆粉碎过粗、土壤过

松，生产上应加以防范。

一、防碳氮比失调

玉 米 秸 秆 碳 氮 比 为

65-85:1，而适宜微生物活

动 的 碳 氮 比 为 25:1，秸 秆

还田后土壤中氮素不足，

微生物与作物争夺氮素，

麦苗会因缺氮而黄化、瘦

弱，生长不良。解决办法：

秸秆粉碎后，在秸秆表面

每亩撒施碳酸氢铵 50公斤

或尿素 20公斤，然后耕翻。

二、防秸秆粉碎过粗

有的地块粉碎后的秸

秆过长，长度大于 10厘米，

不 利 于 耕 翻 ，影 响 播 种 。

解决办法：使用马力相对

较大的大型秸秆粉碎机，

这样秸秆粉碎得细，而且

旋耕较深，秸秆与土壤混

合均匀。

三、防土壤过松

秸秆还田后，土壤过

于疏松，大孔隙多，小麦种

子不能与土壤紧密接触，

影响发芽生长，扎根不牢，

甚至出现“吊根”现象。要

解决这个问题，除提高秸

秆粉碎质量外，还要注意

以下几个方面：⑴施足氮、

磷、钾肥料。⑵提高土壤

墒情。⑶提高播种质量。

⑷适时镇压、浇水。小麦

播种后，晾晒 1 天，用石磙

镇压，使土壤密实。

此外，带病的秸秆不

能直接还田，否则夏季玉

米易发生病害。这类秸秆

应销毁或高温堆腐后再施

入农田。 张云丽

玉米秸秆还田做好“三防”

郭炳中郭炳中 摄摄

临县香菇种植产业建设从 2014 年起步，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快速发展，将“小香菇做成了大产

业”，目前，全县有白文、林家坪等 12 个乡镇的 42 个村、46 个

专业合作社、3000 多贫困户，从事食用菌种植生产。全县范

围内，香菇基地种植面积达 560 多亩，年生产菌棒 1000 万棒，

年产鲜菇 700万公斤，年产值达 7500万元，成为山西省最大的

食用菌生产基地。图为近日“全国知名作家看吕梁”活动走

进该县时，临县丰林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菇农正在

打理蘑菇。 闫卫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