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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颗乌鸡蛋 2元钱，也许微不足道；

10 颗乌鸡蛋，养殖户“就能换一天的

吃喝”；

100 颗乌鸡蛋，变现后几乎够一户贫

困户一个月的开销；

成千上万颗乌鸡蛋，甚至于能让一个

村决胜脱贫……

临县三交镇东王家沟村业已形成的

乌鸡养殖产业的燎原之势，就是精准脱贫

政策落地生根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72岁的东王家沟村李爱则老人，怎么

也想不到，眼看着自己和老伴王文德“到

了快爬不动的年纪了”，还能摊上“天上掉

馅饼的事”。

两年前，这一对饱经风霜的失能老

人，靠饲养返乡创业的企业家免费发放的

30 只乌鸡起步，经过滚雪球式的发展，如

今已经饲养到 120 只，“每天仅卖乌鸡蛋，

就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成为村里“坐享

其成”的老来福“一族”。

3月 28日，记者驱车“上一道道山，下

一道道梁”来到正在热火朝天建设美丽乡

村的东王家沟村，与去年 8 月第一次来这

里采访相比，村容村貌变化之大让人咋舌

——一个雕梁画栋、灰楼瓦舍的“七星泉

小镇”已然“横空出世”。

“我们村这两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的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养乌

鸡让我们这些不中用的老年人在居家护院

之间，就能挣到生活开销，三国这小子，致

富不忘本，是本乡本土的大好人啊！”见到

记者时，71岁的李改连铭感五内。

李改连一家过去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一辈子要强的她依

靠各种利好政策，实现了脱贫。“生活比以前

好多了，但总觉得离小康还是远了点。”

真正让她产生获得感、幸福感的事，

还是始于乌鸡养殖。

“现在我饲养着 120只乌鸡，有五六十

只处于盛蛋期，每天能收二三斤鸡蛋，每

斤按 20 元算，有五六十元的收入哩。”李

改连扳着指头划拉着收入喜出望外，“不

用花一分钱就能得到乌鸡苗，乌鸡蛋 20元

一斤现场结算，天大的好事让我们碰上

了。”

李改连口口声声称的好人，叫王三

国，是本村先富起来的大咖级人物。

富而思源，不忘桑梓的王三国，积极

响应乡村振兴战略。三年前，毅然决然

“卷起铺盖卷”回到阔别已久的故里，擎起

建设美丽乡村“七星泉小镇”的大旗。

在王三国看来，乡村振兴必须是“一

个战场同时打赢两场战役”。不仅是要建

几处漂亮宏伟的建筑，更主要的是让村民

们参与进来，有事做，有钱挣，有甜头。“不

能中看不中用，更不能劳民伤财。”

“要在劳有所得、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上有所作所为，保证全村父老乡亲在共建

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王三国的表

述一如他的行事风格，朴实无华。

“之所以搞乌鸡养殖业，免费发放鸡

苗，高价回收鸡蛋，就是要激活村里 70 岁

以上老弱病残的老人们的‘造血功能’，让

他们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就能‘坐地收银

’，让老人们过上几天好日子，回乡创业就

值了。”说到发展惠及全村的乌鸡养殖业

的初衷时，王三国说。

“吹面不寒杨柳风”，早春的东王家

沟，“一切都欣欣然睁开了眼”。精准扶贫

让这个一向沉寂的小山村呈现出人欢马

叫的景象，张扬着生机与活力。

地头，勤劳的人们已开始春耕备耕；

村前，各个建设工地上机声隆隆；农家院

落，“鸡鸣桑树颠，犬吠深巷中”。

从李爱则老人家出来，一路爬坡上

梁，便是即将建设完工的环村人行步道，

步道依村“发际线”而建，峰回路转，蜿蜒

盘旋，仿佛悬挂于半山中。

中午时分，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都

是来感受景区才有的新鲜刺激的”。

驻足空中玻璃廊桥观景平台，东王家

沟尽收眼底：重金打造的七星泉小镇蓄势

待发，洞藏福盛酒厂热气腾腾，依山而建

的黄土风情客栈红灯高挂，明清特色小吃

街工地冲刺收尾……

建设与产业同步，乐业与安居并重。这

是记者在东王家沟采访中，最直观的感受。

同行的村主任王缠照介绍说，改头换

面大修大建是东王家沟的焦点和亮点，发

展特色产业巩固脱贫成果，富民增收才是

东王家沟的看点和重点。他说，目前东王

家沟全村存量乌鸡达 7000余只，养殖户 70
余户，去年全村收入达到 30 余万元，仅此

一项户均纯收入就达到 4000余元。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东王家沟的乌鸡养殖起步虽晚，但发展势

头“杠杠的”。

村看村，户看户，邻里比收入。一颗

小小的乌鸡蛋，已经成为东王家沟农民脱

贫致富的大金蛋，叫得响的特色产业，助

力全面小康的“孵化器”，并引起市、县各

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东王家沟村的乌鸡养殖，让老百姓

真正受益获利，这足以说明这个小山村把

‘一村一品一基地，一乡一特一园区’精准

脱贫的要义落到实处。我们将因地制宜，

加快特色产业发展，重点发展贫困群众受

益的特色产业，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推动

全镇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三交镇党委

书记贺响亮说。

“我们将不断提高产业扶贫组织化程

度，在扩大乌鸡养殖规模，拓宽销售渠道，

创立品牌打开市场上，做文章，下功夫，让

小小的乌鸡蛋闯出大市场，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谈到乌鸡养殖的前景时，

村支部书记王鑫踌躇满志。

“桃花红，杏花白，翻山越岭寻你来

……”一曲耳熟能详的民歌从耳畔传来，

凝神聆听品味间，一个产业兴旺、乡风文

明的美丽乡村的春天已然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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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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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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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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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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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春之后，果园提倡大力施

用速效快补、立竿见影的水溶性

肥料，而不是有机肥。这里说的

有机肥包括农家肥、有机肥、生物

有机肥和缓释配方肥。如今提倡

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

环保农业，科技农业，现代农业，

但无论打造什么农业，都必须遵

循一定的科学原则，不能盲目随

意。有机肥作为基肥施用，具有

改土、保水、透气、抗板结、长效、

缓释、中和、多营养的优点，但如

果不合时节，则会有害无益，适得

其反。

施基肥的原则是：秋施金，冬

施银，春施基肥是瞎胡闹。为什

么呢？请看下面的分析：

断掉的根无法修复
开春施底肥，底肥主要是有

机肥、配方肥和硅钙镁（或硫酸钙

镁硼），这些基本上都是固体肥，

施固体肥要挖穴或开沟，挖穴或

开沟必然造成断根。春根助长树

上枝叶，一旦被断，则果树没有多

余的精力及时修复，“树靠根长，

根靠叶养”，根被截断，果树赖何

生长？更何况开春之后，正是果

树长根、抽枝、展叶之时！

营养贮藏在根系
开春之后，春根萌动，此时新

叶还没长出，而果树则很快进入

用肥最大效率期，因为果树长根、

抽枝、展叶、开花、坐果需要消耗

大量的营养，而果树首先运用的

是贮存在果树体内的营养，上年

秋施基肥果树所贮藏的营养大都

在根部，断根就等于阻断了营养

输送。

根断等于伤嘴
果树吃水吃肥主要靠分布在

离地面 20 厘米中间层的毛须根，

你把它伤了，它如何吸水吸肥？

又靠什么来长树、根、枝、叶？

开春施有机肥不得力
果树的根系只能吸收碳水化

合物和无机营养，除氨基酸之外

的一切有机营养都不能被果树根

系直接吸收。基肥多以有机肥和

长效肥为主，它们在土壤中必须

要分解和转换成无机营养，而分

解和转换则需要一个过程，等它

们转换成无机营养被果树根系吸

收，这时叶片已经长出，进入碳素

同步营养阶段，开始吸收新生营

养，那么所施的有机肥就没什么

用了。

春季果树长根、抽枝、展叶、

开花、坐果急需大量营养，此期营

养一旦不能充分供给，势必影响

果树的后期生长，导致落花落果、

产量下滑、糖色不足、果品质量下

降的严重后果。所以，开春之后，

提倡大力施用水溶性肥料，而不

是有机肥。 曹泳春

“节气不等人，春日胜黄

金”，春天的耕作是未来丰收

的重要基础。连日来，兴县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及早行动，抢抓农时，积极开

展春耕备耕工作，确保疫情

防控和春耕生产“两手抓、两

不误”。4 月 5 日，记者在该

县康宁镇田间地头看到，到

处是人们忙碌的身影，或翻

耕土地，或开挖树苗腾地，或

播散种子，或购买农资，一片

繁忙的耕种景象。

记者 郭炳中 摄

一年之计在于春，时下正是春耕备产的

重要时节，也是新型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连日来，兴县县委、县政府采取积极措

施，引导农民群众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有序投入春耕生产，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地处黄河东岸的高家村镇是纯农业

乡镇，也是兴县的蔬菜瓜果基地。蔬菜瓜

果种植是农民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占到

农民总收入的 80%以上。对此高家村镇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以党委书记

为组长的春耕备耕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全乡春耕生产工作实施意见，乡干部分片

包干、责任到人，深入 25个行政村对春耕生

产进行动员指导，春耕备耕工作有序展开。

在兴县高家村镇高家村，一眼望去已经

有不少村民在地里忙碌起来，村民们携带农

具在自家田间地垄挖土翻地、清理杂物，有

条不紊地做着春耕前的准备工作。65岁的

刘油儿夫妇是高家村的种粮大户，每年一过

正月十五，他们就开始准备春耕生产了，今

年受疫情影响，所以推迟了半个月。

“我家种的 5亩地，虽然面积不多，但收

入不错，坪地里种的菜能卖七八千，玉米能

扳 1万多斤，还有糜子、谷、黑豆，人均收入

1万多元，特别是近年来国家政策好，免费

给我们发放种子、化肥，有效降低了种地的

开支。除此之外，还经常组织技术培训，农

民不出家门就能学习知识，提升技能。”通

过种地不但增加了收入而且锻炼了身体，

刘油儿和老伴对当前的生活非常满意。

大地复苏、天气回暖，像刘油儿一样，

高家村的大部分农户都开始了一年的辛

勤劳作。大家纷纷来到在田间抢抓机遇

抢农时，积极展开春耕生产。

正在清理地里冬储大白菜的白补迎

看到记者采访，主动说起了他家的情况。

生在 50 年代的白补迎，一直靠种地为生，

比起他们小时候，现在的生活真是天堂上

了。不仅吃穿不用愁，而且住房、环境、交

通出行一年比一年强，家里年年有余粮、

年年有存款，种地的困难都有政府帮助，

生活充满希望。谈话中，记者了解到白补

迎今年准备种两茬庄稼，一茬种豆角、玉

米、西红柿，再一茬种大白菜、茴子白，由

于这里的地紧临河边都是水浇地，一年能

种两茬庄稼，所以种一亩地的收入相当于

旱地收入的两倍，面对疫情影响白补迎计

划在玉米地里套种豆角，增加密布种植密

度，把产量提起来，把收入补回来。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疫情防

控和春耕生产都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为了

全力抓好春耕生产和疫情防控，兴县统筹

把握、科学谋划，在召开全县春耕生产工

作动员大会的同时，责成兴县农业农村局

免费发放种植、化肥、提供技术指导，具体

负责指导 17 个乡镇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在有效应对疫情防控不落后的同时，抓住

有利时节，积极稳妥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确保疫情防控不影响春耕生产，力争把疫

情防控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小小乌鸡蛋小小乌鸡蛋 脱贫大文章脱贫大文章
————临县三交镇东王家沟村发展特种养殖富民增收扫瞄临县三交镇东王家沟村发展特种养殖富民增收扫瞄

□ 本报记者 郭炳中

●
践行践行四力四力
JianXingSiLiJianXingSiLi走走

番茄“花脸”该咋办

为啥不建议果园

开春施用有机肥

兴县：防疫情备春耕 两手抓两不误
□ 本报记者 冯凯治 通讯员 张亚东

春耕备耕正当时春耕备耕正当时

运城市万荣县贺建庚提出疑

问：自己种的柴胡收成一直不是

很理想，想了解中药材柴胡种植

方面的科学管理技术，比如施肥、

打药选什么时间好。请看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研究员龙海洲的解

答：

柴胡为常用中药材，多生于

干燥的荒山坡、柞树岗、林缘、灌

木丛、林间空隙、荒原草甸等地，

土壤多为棕色森林土，富含腐殖

质的黑土或草原沙质土。喜温暖

湿润气候条件，具有耐寒、耐旱、

怕涝的特性。

选地整地 向阳平缓山坡及

平坦农田最佳，土壤以沙质壤土

及土层深厚的腐殖质土为好。选

地后深翻耙平，做高畦。

选种育苗 选择 2 年以上的

植株采种，饱满成熟最佳。种前

浸种，3月下旬撒播或条播。可用

地膜覆盖，植后立即浇水。

种子直播 春播 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秋播 10 月。条播按株

行距 10厘米×25厘米进行。播种

前施堆肥或过磷酸钙。播后轻度

镇压，覆土。柴胡种子萌发期长，

为防止地面干燥，可在苗床上覆

少量麦秸或稻壳，以利生长。

田间管理 松土除草。春播

一般在 30～35 天出苗，秋播当年

不出苗。柴胡在幼苗期长势弱，

应及时清除杂草，同时松土。

施肥 每亩地可施粪水 200
千克，或用 1%过磷酸钙溶液进行

根 外 施 肥 ，半 个 月 喷 1 次 ，连 续

2～3次，可提高产量，不要过多施

用氮肥。

除蘖摘蕾 柴胡地上部分生

长旺盛，1年生植株有半数要抽薹

开花，2年生的均能抽薹开花。为

促进根的生长，要及时摘除新长

的花蕾和花薹。

灌溉排水 幼苗期要适当淋

水，保持湿润。生长期间除遇干

旱外，一般不用灌水，雨季注意排

涝。

病虫害防治 根腐病。病初

感染发生在根的上部，病斑灰褐

色，根全部或大部分腐烂，地上部

分即枯死。防治方法：选择未被

污染的土地种植，使用充分腐熟

的农家肥和磷肥，少使用氮肥，种

植前进行土壤消毒。

根腐线虫病 主要在 4～5月

苗期危害，一般多发生在新开垦

的土地上。防治方法：于整地时

用 80%二溴氯丙烷乳油，每亩地

1.5千克，稀释 100～150倍进行土

壤消毒，但要在施药半个月后再

进行播种。

蚜虫 多在 6～8 月发生，为

害柴胡上部嫩梢，影响花期的生

长。防治方法：可采用 40%乐果

乳油 1500～2000倍液喷雾。

张佚明

专家教您科学种植柴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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