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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吕洪钟大吕洪钟

农业知识农业知识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地处岚县顺会乡的祥源种养专业合作

社是岚县首个专业化、规模化设施肉羊育

肥示范社，近年来，该社年出栏育肥羊 1万

只，销售收入 700 万元，成功推动了成员的

稳产增收，助力了村民脱贫致富。

大力兴办各类型专业合作社，是深化

改革激活农业经济的必要选择，也是拓宽

农产品经营渠道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

岚县顺会乡的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2016 年，该乡祥源合作社成为了岚县

首批“村委+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尝试者，

将 130 万元扶贫专项资金折股量化到两个

村集体和所有贫困户，作为村集体和贫困

户的入股资金，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

由于政策对路，合作社实现了当年入股当

年分红，一举带动戍子、崖底两村的农民群

众脱了贫，村集体也分红 3万元。

这种通过创办各类专业合作社，龙头

企 业 带 龙 身（专 业 社），龙 身 带 龙 尾（农

户）合作化生产的办法，把千家万户分散

的生产联系起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引

导农民进入市场，从而解决了一家一户办

不 好 、办 不 了 的 事 情 ，推 进 产 业 化 经 营 ，

达到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效

的目的。

合作社办法值得在全市推广，应坚持

因地制宜，促进结构调整的目的，适应当地

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需求，适宜搞什么就

搞什么，形式不限。

根据我市基层农村实际，可因地而异，

兴办蔬菜、粮食、水果等种植业合作社;养
鸡、养蜂、养牛、养羊等养殖业合作社;劳保

用品、工艺绣品、皮毛等生产加工专业合作

社。还可兴办农村住宅建设、运输、保险等

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 。

深化利益共享机制，与农民结成利益

共同体。比如祥源合作社，如再吸收 100名

贫困户，按每人 5万元扶贫贷款计算，即可

新增资金 500 万元，合作社养羊数立马可

翻一番，不仅能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致富，合

作社成员的分红也会水涨船高。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今年，交城县坚

持“四抓四促”协同施力，持续抓好第一书记

日常管理，充分发挥第一书记脱贫攻坚主力

军和先锋队作用，助推脱贫攻坚成效巩固。

一是抓培训促能力提升。把第一书记

培训工作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年度计划，采取

以会代训、专题培训等方式，围绕推进党务

村务建设、脱贫攻坚政策、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致富帮扶群众等内容开展培训。二是抓

机制促主动作为。认真落实《关于严格下派

干部管理的通知》《交城县驻村帮扶三支力

量管理办法 (试行 )》等文件，严格日常考勤、

请假销假、外出报备、走访调研、汇报评议、

工作日志等管理制度，细化量化驻村帮扶

“六大行动”任务，倒逼第一书记履职尽责，

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三是抓保

障促真抓实干。县财政为每位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安排 4 万元工作经费，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积极协调派出单位落实第一

书记生活、交通、通讯补贴，做好家访工作，

送去组织关怀，解除后顾之忧。四是抓督查

促责任落实。县督查局 5 个督查小组通过

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实地查看、走访群众、

查阅资料、电话咨询等方式，对第一书记在

岗和驻村工作情况进行巡回督导检查，对发

现问题的立行立改，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督

查结果，形成震慑，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第一

书记“待得住、干得好、有作为”。

盛夏七月，草木葱茏，正

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好时节。

7 月 26 日，在兴县高家村镇

的北西洼村，瓜农们正忙着

在 田 间 地 头 收 获 西 瓜 。 今

年，兴县高家村镇因地制宜

通过为贫困户提供“保姆式”

服务，让贫苦户增收致富。

高家村镇北西洼村土质

松软，西瓜种植条件优越，生

产出的西瓜水分大、甜度高、

外皮薄，是兴县西瓜的核心

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以种

植西瓜为生，但由于市场风

险大、销售渠道窄，往往是丰

产不丰收。

74 岁 的 瓜 农 白 狗 儿 是

北西洼村的贫困户，多年来

靠种植西瓜为生。他说：“种

西瓜也是难了，不好做，产量

高了价钱不行，价钱高了产

量上不去，挣不了钱。”

老白所说的问题，正是

所有瓜农头疼的大问题，为

了破解这一难题，兴县高家

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通

过考察市场，组织农户与兴

县最大的生活超市——亚龙

商贸公司达成了产销协议。

“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

地方就是高家村镇北西洼百

亩瓜果蔬菜一村一基地这个

项目，我们这个基地是通过

去年空壳村的拆除复垦以后

整理出一百亩土地来，年初

用了亚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的优质苗木，全部种了西瓜、甜瓜，还有青椒之

类的蔬菜，年初就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协议，如果产量高处理不了，由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保底销售，保证老百姓增收。”兴县高家村

镇镇长王彦文说。

通过高家村镇党委积极寻找市场，目前高

家村镇已销售西瓜 30余万斤，农户毛收入达到

了 45万元。

“我们现在销售的这些瓜果蔬菜都来自合作

基地，从种苗培育到上市销售都是我们负责指导

服务，层层把关以确保所有产品的绿色无公害、

无污染。”兴县亚龙商贸公司经理刘志成说。

为了帮助农户增收致富，稳定脱贫，兴县高

家村镇党委政府除了为西瓜寻找市场外，还为

当地的西红柿、黄瓜、茄子等农产品积极寻找销

售渠道，并适时聘请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

在这一模式帮助下，全镇今年共销售西瓜

90 余万斤、蔬菜 30 余万斤，为农户增收起到了

积极作用。

近年来，人行交口支行聚焦主业、靠前服

务、持续发力，以“精准信贷、能贷尽贷”为指

导，不断创新金融扶贫模式，积极构建风险防

控网络，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力资金支持。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县累计发放金融精准扶

贫贷款 13 亿元，使用人行扶贫再贷款 5.2 亿

元，带动贫困人口 7400户 21400人，分别占全

县贫困户总户数和人口的 80.28%和 85.05%，

累计投放各类扶贫小额信用贷款 2.4亿元，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4500 户 8500 人实现脱贫

增收。交口县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受到国

务院小额信贷评估领导组的充分肯定，“金

融+”八种扶贫模式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山西

电视台进行了专题报道。

“三个一”机制，加强信用建设

“一盘棋”强化信贷服务。按照党委政府

引导、人行银监推动、金融机构发力、贫困群

众受益的工作思路，成立了交口县金融扶贫

专项工作组，定期分析研判信贷，及时化解信

贷风险。建立存储与信贷挂钩考核、投放与

不良双向考核机制，全县 7 家银行、3 家保险

公司协同发力，全面参与。实行政、银双向挂

职制度，政府、银行相互选派员挂职，通过岗

位互换、角色互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

升服务能力“一体化”，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县乡村组四级分级明确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目

标和推进举措，实施总体规划、分级建设制

度。建立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征信数据库，

按照优、良、好、差四个档次进行分类评选、逐

户按类授信。与此同时，倡导建设村史馆、村

民档案，开展信用、道德评议，强化道德约束，

构造信用氛围，完善信用体系。“一平台”精准

逾期预警。建立全县金融扶贫信息平台和

“二维码”管理系统，所有贫困户获贷信息、信

用信息、信贷效益、贷款贴息等信息，一个平

台录入，政银信息共享，实现信贷信息一乡一

码、一村一码、一户一码，一码清底，有效避免

了重复贷，实现了贷款贴息、贷款逾期全程监

控，精准预警，及时处置。

五大扶贫方向，精准信贷投放

积极与县扶贫办合作，根据贫困户实际

实施人群细分，按照有无劳力、疾病、产业、潜

力等 10余项具体指标，将全县贫困户精准分

类，建立一户一档。严格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针对各类人群贷款需求，严格生产发展模式

审核，创新推出自主发展、生产合作、劳务合

作、承包经营、资产委托等五种信贷支持模

式，确保了扶贫小额信贷的精准安全投放。

截至今年 6月底，通过自主择业、独立经营的

自主发展模式，发放贷款 5330 万元，带动贫

困户 1066 户；通过户户、户企抱团发展的生

产合作模式，发放贷款 4970 万元，带动贫困

户 994户；通过入企就业、劳务承包的劳务合

作模式，发放贷款 1650万元，带动贫困户 330
户；通过资产委托经营模式，发放贷款 1885
万元，带动贫困户 377 户；通过企业统建、分

户管理的承包经营模式，发放贷款 2555 万

元，带动贫困户 511户。

“钱、业、人”融合，助推产业壮大

充分发挥金融“放大器”作用，紧紧围绕产

业融资需求，着力推动“钱、业、人”融合发展，助

推扶贫产业高质量发展。交口县融都村镇银行

等数家金融机构针对食用菌产业项目发放贷款

15620万元，直接或间接带动贫困户1954户，户

均增收 23050元。交口县农行创新开发“蘑菇

贷”专门扶贫信贷产品，发放贷款 4195万元，带

动贫困户 839户。在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交口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从1户增加到8户，

各类合作社从 65户增加到 320户。韦禾、天麟

两个现代食用菌示范园区和百世食安 10万头

标准化养猪项目日渐壮大，食用菌棒出口韩国、

“吕粮山猪”直供港澳。在金融机构强力支持

下，交口“三大产业”中，食用菌达到 3000万棒，

占全省近三分之一，年产值 3亿元；猪出栏达到

30万头；核桃经济林达到 20万亩，挂果 11万

亩。“三大产业”带动全县 87%的贫困户稳定脱

贫，其中食用菌带动率达65%，实现了群众稳定

增收与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的双赢局面。

“一保通”保险，建牢兜底保障

创新“一保通”综合保险制度，构建形成

银行放贷、保险保证、产业发展、增收脱贫互

为条件、互助共进的金融扶贫新生态。2016
年以来，交口县政府筹措资金 1437.8万元（上

级政策性补助 230余万元，一般农户自筹 130
余万元），为全县 2.7 万农户统一参保 4 大类

19 个险种，一张保单，保收入、保产业、保健

康、保脱贫。立足收入兜底，创新设立脱（返）

贫险，实行对标差额补偿；立足产业发展，创

新设立香菇售价保险，每棒保费 0.36元，保自

然灾害、保市场价格，保障兜底收入 4.5元；立

足金融扶贫，设立“五位一体”小额信贷保证

保险,贷款额度每户 5 万元，保费费率 1.5%，

保费 750 元由财政补贴，出现风险后，政府、

银行、保险三方按照 2：1：7的比例分担风险；

立足健康扶贫，推开贫困人口慢性病补充保

险，实现省定 43种病种所有药品 100%报销，

新增 75种病种所有药品 90%报销。同时，创

新风险共担机制，通过险种捆绑搭配，保费综

合调剂，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综合保障和保费

的隐性担保作用。截至目前，交口县人寿和

人保财险累计赔付 871.32 万元，人寿保险大

病医疗及意外保险住院津贴共计接收 1206
件、赔付 99.51 万元，慢性病接收 1516 件、赔

付金额 98.77万元，整体赔付率达 95.8%。

夏季如果对怀孕母畜

饲养管理不当，很容易导致

胎儿的生长发育受阻，甚至

引起流产和导致疾病。因

此，夏季要特别注意加强怀

孕母畜的饲养管理，具体要

注意以下四点：

预防疾病

夏季雨水较多，草料容

易变质腐烂。因此，在饲养

中 必 须 做 到“ 五 净 ”，即 料

净、草净、水净、圈净、畜体

净，以防病原微生物侵害畜

体 。 同 时 ，还 要 注 意 不 喂

凉 、冷 饲 料 ，如 露 草 、霜 草

等；注意天气变化，防止孕

畜受凉感冒；饲喂时做到不

拥挤、不奔跑、不踢打，以防

止孕畜子宫反射性收缩造

成流产。

增加营养

夏季除了母畜饲喂优

质的青草外，还要添加适量

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饲 料 ，如 鱼 粉 、血 肉 粉 、豆

饼、骨粉、石粉等，并供给充

足的能量饲料，如玉米、高

粱秸秆等，以保证怀孕母畜

吃饱喝足，长得膘肥体壮，

胎儿能正常生长发育。否

则，孕畜会因营养不良而导

致流产、死胎或幼畜先天发

育不良。

控制饮水

孕畜饮水要清洁，不能

空腹饮水，要特别注意防止

暴饮。因为暴饮容易引起

肠胃痉挛、子宫收缩，造成

胎膜血管破裂而流产。

加强管理

鲜嫩青草含水量较高，

所以，饲喂孕畜时要在鲜嫩

的青草中掺些干草，并且不

要让母畜采食带露、带霜的

饲草。否则，易引起孕畜拉

稀，甚至流产。如发现孕畜

拉稀，可及时用炒熟的红高

粱均匀地拌在饲料中饲喂，

每 次 0.5~1 公 斤 ，一 般 2 次

即可见效。另外，夏天气温

变化快，要特别注意加强孕

畜的管理，防止孕畜感冒。

李建军
据《山西农民报》

四措并举精准信贷 政银联手健康扶贫
——人行交口支行创新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助力脱贫攻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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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四抓四促”推动第一书记驻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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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管孕畜安全保胎措施

最近一段时间，光照充足，雨水丰沛，使得我市各地大田农作物叶绿根壮，长势喜人。放眼望去，原野到处都

是青纱帐，吕梁大地一片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图为离石吴城的油菜地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色。记者 郭炳中 摄

混合使用的原则

混合使用后，能保持原有

的理化性状，其肥效、药效均

得以发挥；混合物之间不发

生碱中和、沉淀、水解、盐析等

化学反应；混合物不会对农作

物产生毒害作用；混合物中

各组分在药效时间、施用部

位及使用对象都较一致时，

能充分发挥各自的功效。

固液混合或液液混合

碱性农药。如波尔多

液、石硫合剂等不能与碳酸

铵等铵态氮肥或过磷酸钙

混合，否则易产生氨挥发或

产生沉淀，从而降低肥效。

碱性化肥。如氨水、石

灰、草木灰不能与敌百虫、乐

果、多菌灵、叶蝉散、杀虫菊酯

类杀虫剂等农药混合使用，

因为多数有机磷农药在碱

性条件下易发生分解失效。

化肥不能与微生物农

药混合。化肥的挥发性、腐

蚀性强，易杀死微生物，降

低防治效果。

含砷的农药不能与钾

盐、钠盐等混合使用。否则

会产生可溶性砷，从而发生

药害。在所有的肥药混合

使用中，以化肥与除草剂混

合最多，杀虫剂次之，而杀

菌剂较少。

化肥与化肥混合

过磷酸钙以及磷矿粉、

骨粉等难溶性磷肥不能与

草木灰、石灰氮等碱性肥料

混用，否则会降低磷的有效

性。钙镁磷肥等碱性肥料

不能与铵态氮肥混施，否则

会增加氨的挥发。化学肥

料 不 能 与 细 菌 性 肥 料 混

用。因为化肥的吸水性、腐

蚀性会杀伤或抑制根瘤菌

等细菌中的活菌体，使细菌

性肥料失效。

农药与农药混合

碱性条件下，氨基甲酸

酯、拟除虫菊醋类杀虫剂与

福美双等二硫代氨基甲酸

类杀菌剂易发生水解或其

他化学变化。酸性条件下，

2，4- D 钠 盐 、二 甲 四 氯 钠

盐、双甲脒等会分解。有机

硫类和有机磷类农药不能

与含铜制剂的农药混用，否

则会与铜离子络合，失去活

性。微生物源杀虫剂和内

吸性有机磷杀虫剂不能与

杀菌剂混用。 刘路生

化肥农药激素怎么混用

（上接 1版）召开市直部门

和县市区委书记对标一流

述职评议会，强化主责意识;
市县两级党委书记在同级

纪委全会上，对本地区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全面从严治

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决策部署作

出安排，“两个责任”持续压

紧压实。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自觉担负起“两个维护”

重大政治责任和特殊历史

使命，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

律问题，加强对中央、省、市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

况的监督检查，紧盯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驰而不息纠

治“四风”，坚决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进

一 步 强 化 监 督 责 任 ，形 成

“四个全覆盖”监督格局，扎

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

态化，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成果，上半年，

全市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 202 件、327 人；

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218件、处理 457人，公开

通报曝光 2批次 11起 22人；

接受信访举报 4624件次、同

比下降 38%，处置问题线索

3702 件、同比增长 4.6%；发

出监察建议书 167 份，运用

“四种形态”处理 3631人次，

形成强大震慑，持续释放越

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在此基础上，我市还把

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作为

严 肃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的 抓

手。市纪委监委会同市委

组织部对全市县处级以上

党组织开展 2018 年度民主

生活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班子对照检查材料、个人

发 言 提 纲 进 行 审 核 把 关 。

同时，各级党组织切实发扬

党内民主，严格执行民主集

中制，进一步完善党组议事

规则和决策程序，坚持重大

决策前充分协商，“一把手”

末位发言，不断提高科学、

民主、依法决策的水平。注

重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对

事关全局的党内重大事项，

依纪依规进行公开，充分听

取广大党员的意见建议，切

实做到党的事务党员知晓，

党的决定党员参与，党的选

举党员表决，党的工作党员

监督。

全面从严治党只有开始

没有结束。规范的选人用

人、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和

持续不断的学习培训，推动

我市逐渐形成了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重新塑造了美好

形象，凝聚起强大的工作合

力，为我市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稳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打赢脱贫生态两场攻坚

战、巩固“两转”基础上开创

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激浊扬清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