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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峪口镇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正

式开始。”3 月 25 日上午 10 时，随着主持人

的宣布声，方山县峪口镇峪口村人民广场

上 32个商品推介区顿时沸腾起来，小米、核

桃、香菇、红小豆、绿豆、蜂蜜、芦笋、土豆、

草莓等农特产品一应俱全，特色鲜明，吸引

了许多机关干部和市民前来参观购买。不

到两个小时，32 个商品推介区就销售各类

农特产品额达 15 万元，还有三家企业与五

个村现场签约 9.4 万元的农副产品购销合

同，并达成初步购买意向 20万元。

“消费扶贫活动搞得真好，不仅缓解了

农民群众因疫情影响农产品滞销的问题，

更开拓了农户的眼界，激发了他们谋发展、

兴产业的信心，还使广大干部，特别是帮扶

人 员 转 变 了 思 维 ，拓 宽 了 帮 扶 的 渠 道 内

容。”参与活动的省市县许多干部发出了同

一心声和感知。

笔者注意到，除小米、杂粮、核桃这些

峪口主产的农副产品外，还有不少特色产

品，诸如：香菇、草莓、蜂蜜、芦笋等。本土

农 产 品 的 倍 受 青 睐 ，特 色 新 鲜 的 也 很 畅

销。兴隆湾村大棚种植的香菇，每斤 6 元

钱，一个小袋装 2斤，12元一袋的新鲜香菇，

不到一个小时就售出 70 多袋。负责人说：

“今天卖的是本土价，要比市场价便宜很

多，主要是为了做个宣传，打个品牌，让更

多的人知道兴隆湾香菇。”前南村的芦笋名

气不小，展区前人头攒动，围得水泄不通，

70 捆新鲜的芦笋，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抢购

一空，许多购买者还留下电话、加上微信，

预约咨询，以便于购买。

吉家庄村靠一眼古老的山泉来做水产

业，尽管商标名称还未正式确定，但现场品

尝后的市民赞不绝口。党支部书记李三马

说：“不搞展销活动不知道，通过这个活动

使我们认识到自家的短板与不足，也看到

了兄弟村产业发展的许多优势，学到了不

少 发 展 产 业 的 新 思 路 ，有 了 许 多 新 的 想

法。”田家坡村村委主任武晓伟告诉笔者：

“原先老百姓思想保守，总以为种什么也不

敢种的多了，怕销售不出去，现在看来，不

怕你种的多，就怕形不成规模，规模有了，

有政府搭台，售路应该不是问题。”

消费扶贫活动让农民群众增加了不小

的动力，也使广大帮扶工作队的帮扶工作

增添了些许活力。

田家坡村是市档案馆的帮扶村。市档

案馆馆长李宝莲一早就来到了现场，不仅

带 头 消 费 购 买 ，还 不 停 地 在 各 个 展 区 参

观。她说：“走走看看，学习学习，看别的村

的帮扶工作怎么搞，看人家的产业怎么发

展，互相比对，不断探索，以便更好地推动

帮扶工作。”

方山县文旅局帮扶的是下曹家山村，副

局长冯少娟早早地就来到现场帮忙指导，活

动开始后，她还利用抖音、快手做网上直播，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仅用半个小时就帮助村

里销售农产品 500多元，网上完成订单销售

700余元，把小山村的土特产卖到了省外。

同样，在活动现场，该县市场局、老干

局、广播电视台、环境生态保护局、供销联

社、卫生监督所、烟草公司等帮扶单位的负

责人，都在现场忙活指导，一方面发挥自身

部门优势特长，一方面学习探讨交流帮扶

经验，虽然方式方法、形式内容有所不同，

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脱贫

攻坚工作做的再扎实一些，让农民群众的

生活再好一些，力求圆满实现决战完胜脱

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

“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

性，切实解决我镇产品销路窄、组织化程度

低、增产不增收等突出问题，促进农产品、畜

产品、旅游产品、劳务服务与市场需求有效

对接；促进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入、服务变

劳务，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促进贫困地

区生产好产品、打造硬品牌、对接大市场，增

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可持续增收的长效机

制。”峪口镇党委书记雷海云道出了此次活

动的深远意义。

消费扶贫：让群众增动力 给帮扶添活力
——方山县峪口镇农特产品推介暨消费扶贫活动见闻

□ 杨应平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春

回大地，农事渐起。连日来，

碛口镇李家山村的田间地头

随 处 可 见 农 民 群 众 整 地 、施

肥、覆膜的忙碌身影。时下正

值农业生产的重要时节，市发

改委驻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

工作队坚持干部包村到户，及

时指导农户春耕备耕，推动农

民复工复产，确保农业增产不

掉队、农民增收不误时。

为了进一步巩固提升脱

贫成效，市发改委驻李家山村

工作队紧紧抓住春耕春种时

节，深入发动群众，积极推动

农业生产种植，帮助农户联系

耕种机械，解决群众农膜种子

等农资短缺物资，搜集全国农

产品价格信息，服务农户选择

合理的种植意向。目前，李家

山村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

喜人，估计再过二十天，第一

批西葫芦便可采摘上市。同

时，市发改委驻李家山村工作

队加强村民就业指导，积极帮

助富裕劳动力和有意向外出

务工的劳动力推荐工作岗位，

全村有 60 多名青壮劳动力找

到满意的就业岗位，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有 30 余人，进一

步稳定了脱贫质量。

经过市发改委多年帮扶，

李家山村基础设施基本完善，

集体产业运行规范，支村两委

班子建设成效突出，2018年实

现整村脱贫。今年是李家山

村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年，市发

改将进一步完善村级党组织

建设，压实帮扶责任，积极推

动旅游产业发展，引进项目，

实现李家山村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

市发改委驻李家山村工作队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决战完胜脱贫攻坚决战完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通讯员 武姝君） 春光明媚，

气温回升，人们相携而出，挥

锹执桶，植树造绿，与大自然

相 融 相 亲 ，播 撒 春 天 的 希

望。3 月 16 日，孝义市大孝堡

乡义务植树现场，300 多名党

员干部群众在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严格按照“五上线、三埋

两踩一提根”的操作规范，扶

苗、培土、廓形、整穴、浇水，

将 2000 多株国槐树苗错落有

致地种植在景观绿化带上。

“今天我们在大孝堡乡东

盘粮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同

时对周围的树木进行一次管

护，修剪整坑、清理垃圾，进一

步提升文峪河周围、孝义市东

部的生态环境，激发全市人民

植绿、爱绿、护绿的热情。”据

该市林业局党支部副书记曹

建军介绍，今年孝义市坚持造

林绿化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绿

化与彩化相结合，专业造林与

群众造林相结合，安排造林绿

化任务 4.6万亩，其中建设生态

林 3000 亩，建设经济林 3000
亩，还有核桃提质增效 4万亩，

构筑多层次、多树种、多效益的

生态绿化格局。同时，对全市

13 条主干道路和文峪河两岸

的绿化进行提升完善。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 把 绿 色 种 在 春 天 ，人 们

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也在生

根发芽。大孝堡乡南小堡村

党支部书记石树桥在文峪河

边谋划着村子的发展，“植树

造 林 相 当 于 开 办 绿 色 银 行 ，

给后人创造无形的价值。我

们 村 紧 挨 文 峪 河 ，绿 化 面 积

达到了 70%以上，今年我们准

备把文峪河旁全部绿化。”

见缝插一抹绿，见土播一

缕春。植树节期间，该市各乡镇

克服疫情影响，积极组织党员干

部群众参加绿化造林和林木管

护活动。截至目前，全市已有逾

3000 余人次参加义务植树活

动，栽植各类树木超过万株。

孝义市

春风送暖播绿忙

本报讯 近日，柳林农商

银行开展以“讲好农商故事，

传承背包精神”为主题的先进

支行经验分享会，朴实的理念

和独特的方案，带动全行掀起

相互学习、典型引路、示范带

动、争当先进的风潮，不断推

动各项业务健康快速发展，全

面实现首季开门红。

该行先进支行代表留誉

支行以“办法总比困难多”为

主题，从团队建设、获客方法、

风险防控、优质服务、业务发

展等 5 个方面，系统阐述了疫

情下的“留誉支行”模式，把经

验分享出来，加强各支行之间

的交流沟通，完善各项业务指

标，建立点对点、面对面、行对

行互助模式，形成优势互补，

全面助力各项业务的健康、高

效、持续发展。

（康星星 李小军）

柳林农商银行

典型引领助力业务健康发展

连日来，方山县大武

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农民群众浇水、整地、施

肥、覆膜的忙碌身影。眼

下正值春耕生产的重要

时节，大武镇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力保农业生

产，积极引导群众备战春

耕，把时间抢回来，把损

失补回来。

上图为 3 月 29 日，大

武农民在田间拉绳画线

整垄为地膜覆盖做准备。

记者 郭炳中 摄

业知识业知识

相信大家常常在网上有看

到一些果树嫁接的视频，看着

梨树上长出了苹果是不是觉得

很神奇？其实果树之间可以相

互嫁接的有很多。下面为大家

介 绍 五 种 常 见 的 果 树 嫁 接 搭

配：

1、苹果嫁接海棠

海棠树是生长快、根系发

达、吸收水肥能力强、生长速度

快的树种，如果用它和苹果树

嫁接，那么它和苹果树的亲和

力非常强，且伤口愈合也快，嫁

接成活率也非常高。它对土壤

类型要求不严，适宜一切土壤

栽培。海棠树在（易旱）沙土

地、盐碱地栽培成活率也高。

用海棠作为砧木，嫁接苹果树，

种出来的果实十分香甜。

2、梨嫁接苹果

通过植物嫁接技术，在梨

树上嫁接苹果树的树枝，培育

出似梨的苹果果实。梨苹果和

苹果梨不是同一种东西，苹果

梨是一种梨，而梨苹果才是梨

树和苹果树杂交的产物。用苹

果作为砧木，可以长出很好看

的梨，用梨作为砧木，可以种出

很漂亮的苹果。

3、李子嫁接杏树

李 子 树 嫁 接 杏 树 进 行 芽

接，比较简便的是 T 字形芽接，

先取接穗，接穗要掐去叶片留

下叶柄，在合适的位置横切一

刀，要把树皮切透，从切口中

间竖切一个口，这是取芽片，

也是从芽的上边约 0.5 厘米处

横切一刀，再从芽的两边斜向

把树皮划开并在芽下交叉，然

后剥下芽片，掀开 T 字横竖交

接的地方的树皮，把芽片插进

去，把那一横对齐，就可以绑

扎了。

4、樱桃嫁接毛樱桃

樱桃树的砧木主要用青肤

樱、酸樱桃、野生甜樱桃、马哈

利酸樱桃、毛樱桃等。嫁接毛

樱桃时，首先要选择健壮的毛

樱桃枝，接着用蜡烛封好，低温

保存好，等到合适的季节就可

以嫁接了。嫁接的时间各个地

区不同，但基本都在春季前。

嫁接时，首先将毛樱桃枝进行

发芽处理，然后选择健壮的芽

进行移接，移接之后就要加强

日常管理。浇水施肥，除虫害，

还要注意光照时间。

5、桃嫁接杏

杏的常规砧木就是山桃和

山杏。一般用山桃比较多，因

为长得要快一些。嫁接方法和

桃 树 的 嫁 接 方 法 是 完 全 一 样

的。春天发芽前的枝接和 7-8
月的“T”字口芽接。

张珍珍

果树嫁接

五种搭配最常见

据《山西农民报》

药剂防治是农业生产中控

制果树病虫害的主要措施，但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把一些农

业的、物理的、生物的以及人工

的措施与药剂防治配合运用，

是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途径和

必然选择。

1、覆盖地膜
春季覆盖地膜，可减轻果

树红蜘蛛、桃小食心虫等害虫

为害。

2、覆盖防虫网
防虫网不但可以防虫，还

可以防暴雨、冰雹、强风，并适

度遮光，但由于成本较高，生产

上多用于设施果树栽培。

3、清洁果园
生长季节及时摘除或捡拾

被害果、枝、叶并集中处理，可

有效减少下代虫（菌）源，秋冬

季节结合剪枝剪除病、虫枝，并

把果园及周围的杂草和枯枝落

叶清除干净，集中烧毁或深埋。

4、人工防治
生长季节，及时摘除枝条

上的害虫卵块和虫茧，剪除病

虫枝并集中烧毁。

5、冬刮树皮
果树刮皮是冬季果园管理

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有利于

增强树势，防止树体过早衰老，

而且可以消灭在树皮裂缝中越

冬的病菌及害虫，降低越冬基

数，控制或减少来年一些病虫

害的发生和危害，从而收到不

施农药，却胜施农药的防治效

果。

6、树干涂白
涂白树干，不仅可以防止

果树的日烧病和冻害，而且还

能消灭大量在树干上越冬的病

菌和害虫。

7、耕翻树盘
深耕树盘既是改良土壤、

促进果树增产的重要措施，也

是消灭越冬病虫的有效方法。

通过深翻，可将在土壤中越冬

的害虫及病菌翻至地表而被冻

死、干死或被天敌啄食，使一些

在地面枯枝及杂草中越冬的病

菌及害虫被深埋地下，因不能

正常羽化出土而闷死，从而减

少害虫基数。

8、诱杀
诱杀又分为潜所诱杀、饵

木诱杀、灯光诱杀、黄板诱杀和

性外激素诱杀等方法，可酌情

选择使用。 姜蕾

果树病虫害低碳防治

番茄“花脸”不仅外观不

美，而且影响品质、产量和效

益。形成番茄“花脸”的原因及

预防方法如下：

1、通过品种选择预防
番茄“花脸”首先与品种有

关。各种品种之间抗性不同，

在栽培时尽量选择“花脸”率低

的品种。

2、通过合理施肥预防
在氮高、磷钾不足、硼缺乏

的 情 况 下 极 易 发 生 番 茄 “ 花

脸”。其一，如果营养生长过

盛，叶绿素含量增加，抑制了茄

红素的形成，使得番茄果面出

现大量黄斑。其二，硼、钾缺

乏，致使营养输送不畅，果实中

由于缺乏营养而坏死变褐色。

其三，番茄生长中后期，植株表

现早衰，易造成未来得及成熟

的果实在变红过程中由于营养

供应不充足，茄红素形成量少，

出现大片的黄斑、绿条斑。建

议 菜 农 施 用 底 肥 以 有 机 肥 为

主，各种营养元素进行合理搭

配。

3、通过温度调节预防
有关资料表明，番茄果面

温度超过 32℃，不利于果实内

茄红素合成，致使果皮残留绿

色或褐色。而在低于 8℃以下

的情况下，茄红素的形成受了

干扰和破坏，以后再给予适宜

的温度也不再转红。另外，夜

温过高，呼吸强度大，不利于营

养物质的积累，表现为果实发

育不良。故在番茄果实发育期

注意适宜的温度，要控制昼温

在 25℃- 30℃ ，夜 温 在 13℃-
17℃。

4、通过光照水分预防
光照、水分影响番茄的光

合与蒸腾作用。光照过强或过

弱都会影响转色。而在土壤干

旱、植株蒸腾量大时，根系供给

养分、水分不足，果实转色也会

不良。菜农可以通过整枝打杈

来改善通风透光性，但在高温

时，不要让阳光直射果实，注意

保留果实上方的叶子。浇水以

见干见湿为度，避免沤根、伤

根。 陈民凯

番茄“花脸”该咋办

下种浇地

省 委 书 记 楼 阳 生 近 日 批 示 ：

“ …… 依 法 严 惩 森 林 火 灾 肇 事 者

……”

森林火灾损害财产，危害生命，

破坏生态，负面后果极大。仅3月17

日至 24 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部办公室共接报处置森林火灾 56

起，因灾死亡 5人。而这样的灾害并

不是孤例。森林防火工作是我国防

灾减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公共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做

好森林火灾防治工作意义重大。

相关专家指出，我省少见雷击

等自然因素造成的森林大火，多数

森林火灾是由人为引发的。比如常

见的农事用火、祭祀用火、穿越林区

线路跑火、林内吸烟走火等都会引

发森林火灾，都与人有关。今年，我

省晋中市榆社县“3·17”森林火灾案

和五台山风景区“3·19”森林火灾

案，公安机关已经查明也是人为过

失引发的。如果不严惩森林火灾肇

事者，就防治不了森林火灾，警醒不

了他人，法律就形同虚设，社会就没

有规矩，森林火灾就会到处发生，世

界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近期，全省气温急剧上升，大风

天气增多，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

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山西日

报》3 月 20 日报道，全省卫星监测热

点 128个，已经发生火灾 5起。如果

人们在紧要关头都对防治森林火灾

无所谓，就有火上浇油的意味，不严

惩肇事者不足以平民愤。

国家制定了《消防法》《森林法》

《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这是

对每个具有行为能力的人都生效

的。任何人不能不知法，更不能明

知故犯。对于触犯法律法规的人，

严惩是按规矩办事，不严惩是破坏

规矩。这是真理，不需要讨论。3

月 20 日，省森林公安局公布了 3 月

10 起野外违章用火典型案件，那些

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者，都受到了处

罚，没有例外。

依法严惩森林火灾肇事者，人

们首先想到的是直接肇事者。“借债

还钱，杀人偿命”，这是没有任何问

题的。

但是依法严惩不是由肇事者实

施，怎么惩罚也不是由肇事者定夺，

惩罚措施也不是由肇事者执行。依

法严惩是由执法者来承担。依法严

惩形成良性循环，不依法严惩形成

恶性循环。因此执法者要认真学习

法律法规、正确理解法律法规、严格

执行法律法规，不能一知半解，也不

能选择性执行，要依法也要严惩。

比如，参加森林火灾扑救人员的误

工补贴和生活补助以及扑救森林火

灾所发生的其他费用，要按照《森林

防火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由火灾

肇事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直到无力

承担为止。只有完全按法律法规执

行下去，法律法规才能起作用，旁人

才能吸取教训，人们才能敬畏法律，

森林火灾才能减少。

依法严惩森林火灾肇事者
□ 李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