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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刘润军（岚县界河口镇楼坊坪

村贫困户）

记录人：王卫斌

俗话说，穷不过三代。意在告诉人

们要有自强不息的决心，相信依靠自己

的努力一定能摆脱困境。尽管家境不幸

造成我陷入深度贫困，但不服输的性格

使我始终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

困 难 处 境 ，因 为 万 物 都 是 变 化 发 展 的 。

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几年内

就成功摆脱深度贫困。如果要问这种巨

大变化的原因，还要感谢我的那些宝贝

羊，是这些羊宝宝让我的生活变得喜洋

洋和亮堂堂。

我是刘润军，今年 43岁，是岚县界河口

镇楼坊坪村土生土长的农民，由于父亲去世

过早，母亲早年改嫁，自己年幼，家里穷得叮

当响。但不幸的经历也磨炼了我永不服输

的性格，我告诉自己，人穷但志不能穷，我做

梦都在想着如何摆脱贫困，从没有停下摆脱

贫困的想法，一直在思考脱贫增收的办法。

我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了解，选定了走发展养

羊产业的致富之路。但事情往往是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资金短缺问题首先成了我发

展养羊产业遇到的“拦路虎”。

人们常说，一分钱逼倒英雄汉。对于

我们贫困户来说，资金困难就是最让人头

疼的问题。养羊首先要选购优质羊品种，

形成一定养殖规模，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

但自己手头又没钱。历经磨难但最终都走

过来的人生经历，让我坚信办法总比困难

多。我专门跑了几趟县畜牧局了解养羊市

场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后，决定贷款

10万元购买绒山羊。2012年春，我多次到

镇政府和镇信用社咨询，抓住县农综办驻

村帮扶村民脱贫发展的机遇，依托镇政府

和县农综办的牵线搭桥，顺利获得了 10万

元的低息贷款。我利用贷款购买了 200只

绒山羊，修建了羊圈，看到自己羊圈里可爱

的羊群，我心里万分感慨，情不自禁地说，

还是党的惠民政策好呀，为咱老百姓考虑

得很周道。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养羊的资金问

题解决后，我满以为这下可以靠养羊发财

了，没想到更难的问题还在后面。养羊最

怕的是群灾群病，只有攻克群羊管理、疫

病防治的难题，才能使羊健康生长，为脱

贫增收奠定基础。为了攻克疫病的问题，

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除了自己在日常喂

养和放羊过程中摸索经验外，还多次到县

畜牧局、岚城兽医站请教。界河口镇政府

每次邀请养殖专家到村授课，我几乎场场

不误，而且还现场向专家提问请教，探讨

有关问题。我白天带着干粮外出放羊，日

落时回家吃饭后，晚上挑灯夜读，学习养

羊知识。边学习、边实践、边摸索，我初步

发现了羊群的生活规律，积累了一些养殖

经验。现在对于一些普通的羊病，我可以

自己动手配药医治。

上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

我积累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羊“经”。科

学的养殖方法，减少了由于羊的伤病造成

的非正常减员，我的羊群规模不断扩大，

由原来的 200 只扩大到现在存栏 252 只，

连续几年每年新增羊 50多只，每年可以出

售几十只。看着存栏的羊群，我对未来生

活前景充满希望，我常想，这些山羊就是

我摆脱穷日子的宝贝。新生的 52只羔羊，

长大后上市，除去防疫、饲养等费用，收入

至少二万多元。我依靠养羊已经向镇信

用社偿还了贷款六万元，今后的日子肯定

会更好。

捞到养羊的第一桶金后，我觉得楼坊坪

村自然条件好无污染，大农业纯绿色，羊肉

品质鲜嫩，应该把这种羊肉品牌优势打出

去，把养羊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人受益，

帮助大家共同致富。我主动向村党支部提

出自己的想法，得到村党支部的大力扶持。

我给驻村帮扶工作队汇报后，驻村帮扶单位

县农综办也完全同意和支持。我利用闲暇

时间，对有养羊意愿的农户进行宣传，帮助

他们购买优种羊，尽我所能把我积累和所学

的养羊知识，传授给群众。目前，我们楼坊

坪村养羊户已经发展到50户，超过全村农户

总数的三分之一，年存栏1500只羊。养羊不

仅让我自己摘掉了贫困帽子，还成了我们全

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我坚信，随着养羊

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我们农村人的生活一

定会更加喜气洋洋和亮亮堂堂。

讲述人：黄振胜（石楼县义牒镇褚家

峪村脱贫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王洋

我叫黄振胜，今年 58 岁，是石楼县

义牒镇褚家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底我脱贫了。想起自己前几年家里过

的苦日子心里就觉得酸。自己没啥本

事，也没什么手艺，出去打工也不知道干

什么是好，只会干苦力种地。

前几年种地收成不好，大旱的那几

年除了能填饱肚子也剩不下什么了，更

别提卖粮赚钱了。那会家里人口多开销

大，再加上我的老母亲常年患有慢性病，

还得经常吃药。这种苦日子就这么熬了

多好年。2015 年我被识别为贫困户，村

支书、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经常到我家

和我拉家常，给我讲解国家扶贫政策。

别人帮你推着你往前走，你非要原地踏

步走，那谁还能帮得了你呢？干部们支

持我，给我信心，我没啥理由不努力啊！

经过干部们的帮扶和国家精准扶贫

政策的支持，自己每年种十几亩谷子、二

十几亩玉米、十几亩高粱，一年下来也能

赚个三万到四万块钱。

除了种地以外，我还加入了村里三个

专业合作社。第一个是造林合作社，只要

我勤恳，肯干活每年合作社还能给我分红

1000多块钱；第二个是养猪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利用贫困户无息贷款入股合作社，

每年也可以给我分 1000块钱；第三个是

村集体经济农机合作社，一年下来给我分

红 1000元，这样一年我就能多赚 3000多

元。虽然分的不多，但是我也很满足了。

我老母亲是我一直最担心的，今年 93
的高龄了，常年患有慢性病，一年光吃药

就花费 6000多块钱，看病住院那就更贵

了。我挣得 1000多块钱，连看病都不够，

那会也是到处和亲戚朋友借钱给母亲看

病。2015年我被识别成为贫困户后，村里

给我们入了医保，按照医保的政策，我母

亲吃的这些药和住院看病的钱，医保可以

报销 5000多，自己才出了 1000多块钱，这

才把我母亲吃药看病的钱解决了。

我不仅享受的合作社分红、医疗政

策，2016年因为家里窑洞破烂不堪，住的

人又多，存在安全隐患，当时国家有对贫

困户安全住房的移民政策，我就按人口

报了移民搬迁。报上以后很快就在石楼

县西河湾移民小区分下了房子。我二儿

子娶媳妇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派上大用

场了，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的扶贫政策让

我又多了一个家。

我现在也在村里挣上工资了，一个月

差不多 500元，一年下来也有 6000多元的

收入了。村里有什么事情和需要我协助

帮忙的，我都会积极配合。不仅如此，我

还是村里的网格员，村里老百姓有什么矛

盾纠纷的我也会劝说解决。村里的一些

动态信息、基础信息我会随时向上级汇

报。在村里串门的时候我也会给村里的

人们宣传法制和治安防范方面的知识，帮

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国家帮我脱贫，我

为国家解忧嘛！

以前的日子是将就过，现在的日子

是精细过。现在国家政策也好，各方面

的扶贫资金扶持也不少，我的生活条件

也大幅度提高了，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

好了！

刘润军：养羊让我的生活喜气洋洋

黄振胜：国家帮我脱贫 我为国家解忧

刘亮亮刘亮亮 摄摄

讲述人：胡俊娥（离石区吴城镇

下三交村贫困户）

记录人：实习记者 梁英杰
通 讯 员 高淑芳

“现在政策确实好，我要抓住机

遇，大力发展养殖业，财富是靠勤劳

的双手积累起来的，相信过不了多

久 ，我 一 定 可 以 脱 贫 致 富 奔 小

康。”——胡俊娥

每天早晨 6 点多，天还未全亮，

我就要打开牛棚，给自己养殖的肉牛

添草喂料。十多年前的我还在发愁

给丈夫看病，给孩子凑学费，去哪借

钱，想不到如今我会成为有名的养牛

专业户。

我叫胡俊娥，是吴城镇下三交

村村民，今年 58 岁了。前些年为了

给丈夫看病到处借钱，我自己一个

人 还 要 拉 扯 三 个 儿 子 ，欠 了 不 少

债。丈夫去世后，感觉天要塌了，那

么多债务这可如何是好。看着自己

的三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大儿子还

有点残疾，所有的压力都压在我的

肩上，喘不上气。正当我心急如焚，

精准扶贫政策像春风一样吹进了吴

城镇，把精准扶贫的阳光洒进了我

家，驻村工作队通过走访，2014年把

我家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干

部为我讲解政策，在他们的鼓励下，

我 下 定 决 心 把 养 牛 的 营 生 再 干 起

来。

有了信心和决心，就不怕脱贫路

上的艰辛。说干就干，我还是从养牛

入手，以前没有很多精力去精心养

牛，效果一直不太好。现在依靠党的

好政策，我决心要把养牛这个项目搞

好，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为了掌握

养殖技术，我除了向妹妹、妹夫学之

外，还积极参加技术培训，学习养殖

知识，不懂就向书本学、请同行教，潜

心钻研。自己努力克服年龄大、文化

水平低这些问题缺陷，勤奋刻苦，通

过不断地摸索，慢慢地掌握了养殖牛

的看家本领。现在一共养大、小 11
头牛，得心应手。接牛犊、给牛棚消

毒……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但是我

心里头非常开心。

脱贫关键要靠自己，不好好地干

是不可能脱贫致富的！通过我坚持

不懈独自养牛 8年的艰辛历程，不仅

还清了债务，还清了贷款，大儿子今

年还给我带回了对象，二儿子已经娶

了媳妇，小儿子今年也即将大学毕

业，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相信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会让我们的日子越过

越舒坦，越过越红火。

胡俊娥：脱贫不掉队 养牛奔小康

图为胡俊娥喂牛喝水图为胡俊娥喂牛喝水。。 梁英杰梁英杰 高淑芳高淑芳 摄摄

刘润军与他的羊群刘润军与他的羊群

黄振胜在地里劳作黄振胜在地里劳作。。王洋王洋 摄摄

随 着 人 们 生 活 质 量

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牛

肉的需求量也越来越高，

同时也促进了养牛产业

的发展，如果想要多获得

一些效益便要养殖母牛

自繁自育。那么，一头母

牛可以繁殖几年？养殖

管理要点有哪些？

一、一头母牛可以繁
殖几年？

约 为 3- 4 年 。 母 牛

的繁殖时间具体以其品

种 以 及 生 长 情 况 而 定 。

母牛基因的好坏、奶水是

否充足、配种公牛的健康

情况都会影响到其繁殖

年限。

二、母牛养殖管理要
点有哪些？

1、饲养管理

犊牛生长至 6月龄注

重机体能力的提高、促进

瘤胃功能、提高成活率，

初 乳 饲 喂 、优 质 草 料 供

给、精细化管理，犊牛成

活 率 能 够 达 到 95% 以

上。育成母牛将是生长

发育、配种作为目标，精

料、粗料为中等阶段不仅

确保了营养供给，又节约

了饲料。18 月龄以上体

重在 350kg 后准备配种。

母牛生产前与生产后养

殖人员注重养料供给，提

升受胎率。围产期母牛

应独立养殖进行全过程

管 理 ，做 好 产 后 疾 病 防

控，确保母牛健康。

2、补饲技术

因 为 粗 饲 料 蛋 白 质

与能量供给较少，牛在生

长过程中应注重适时的

补饲精料，确保生长健康

与营养均衡。基础母牛

生产前 60d，每天补饲精

料 在 1.0~1.5kg；生 产 后

120d 每天补饲精料 1.5~

2.5kg，便于母牛产奶、增

加配种受胎率。

3、机械设备管理
饲 料 的 加 工 通 常 需

要 借 助 相 关 机 械 设 备 ，

例如：棚舍、秸秆。养殖

人员应结合具体环境要

求 ，秉 承 着 适 用 性 要 求

实 现 冬 季 圈 舍 温 暖 、保

暖 ，避 免 犊 牛 受 冻 。 机

械设备可以几个养殖户

共同使用。

4、牛群管理技术

采取分群放牧形式，

犊牛、育成母牛、孕期母

牛等牛群，同时结合草场

状态制定放牧计划，确保

每 头 牛 有 充 足 的 饲 草 。

一旦出现病牛、弱牛等应

尽快处理，节省养料管理

经济投入，提升母牛繁殖

能力。

5、妊娠后期管理

母牛妊娠后期，即怀

孕的第 6-9 个月，胎儿生

长发育快，从母体需要较

多的营养物质，同时母牛

在体内也需蓄积一定的

养分，以保证产犊后的泌

乳。此时，应按照饲养标

准配合日粮，应当是以青

饲 料 为 主 ，适 当 搭 配 精

料。精料选择当地资源

丰富的农副产品，如小麦

麸、棉籽饼、糟粕类等，再

搭配少量的玉米等谷物

饲料。要特别注意矿物

质、维生素的补充。

6、围产期饲养管理

按 照 预 产 期 调 整 饲

养 ，做 好 接 产 的 准 备 工

作。妊娠母牛给精料较

多时，在预产期的前 2-3
天应适当控制精料量，且

精料可提高一些麦麸的

含量，减喂食盐，不喂甜

菜渣、酒糟等，喂给优质

的干草。

一头母牛可以繁殖几年？

养殖管理要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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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子
璇） 4 月 3 日，全市宣传

部长会议召开。会议全

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宣

传部长会议精神和市委

安 排 部 署 ，总 结 2019 年

工 作 ，分 析 形 势 ，部 署

2020年工作。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任忠出席会议

并讲话。副市长任磊出

席会议。

会 议 指 出 ，去 年 以

来，全市宣传战线围绕市

委中心工作，以“134”工

程为统揽，理思路、定制

度、补短板、推项目，按下

“ 快 进 键 ”、跑 出“ 加 速

度”，形成了一批具有开

创 性 、引 领 性 的 工 作 亮

点，为吕梁在“两转”基础

上全面拓展新局面提供

了有力思想保证和强大

精神力量。

会议强调，2020年是

脱贫攻坚决胜之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全市

宣 传 战 线 要 按 照“1331”
工作思路，紧扣“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条主线，把握“改革创新

年”“提标提效年”“结果

导向年”三个定位，全面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脱 贫 攻

坚、转型发展三大宣传战

役，努力实现各项工作引

领全省这个目标。同时

要统筹做好强化理论学

习、做亮正面宣传、培育

时代新风、繁荣群众文化

和推动《条例》落地等工

作，推动全市宣传思想工

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推动高质量

转型发展提供坚强思想

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本 报 讯（记 者 王
涛） 4 月 3 日，省人社厅

副厅长吴海亮一行来我

市，就扶贫公益性岗位托

底安置未脱贫劳动力、稳

就业政策落实、返岗复工

等工作来我市调研。

2019 年全市外出务

工 贫 困 劳 动 力 19.05 万

人 ，目 前 已 返 岗 就 业

17.31 万人。2019 年吕梁

山护工就业 2.6 万人，其

中市内就业 1.4 万人，已

返 岗 3390 人 ，准 备 返 岗

5942人；市外就业 1.21万

人，春节前返乡 8524 人，

目前已返岗 4389人，准备

返岗 4154人。

在 听 取 市 县 两 级 人

社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后，

吴海亮指出，“稳就业”是

保障服务民生的重中之

重。要全力做好农村劳

动力建档立卡、职业技能

培训、持证上岗等重点就

业工作，用足用好就业扶

持政策，加快就业资金支

出进度，推动贫困劳动力

清零和公益性岗位安置，

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zhengwudongtai

全市宣传部长会议召开

省人社厅副厅长吴海亮
来我市调研稳就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