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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郭炳中

高应才：烧饼“烧”出火红日子

祖祖辈辈生活在柳林县三交镇靳家

山村的高应才没承想，家家户户都会

吃、都会做的饼子，经过多年的发展，

如今渐成自己脱贫致富的产业。

一个烧饼桶，一袋面粉，一干十

年，撑起了高应才的美好生活。常年

“油煎火燎”，说话“油嘴滑舌”，面色

“油光可鉴”，今年 54 岁的高应才“职

业身份感”十分明显。

做烧饼是“草根”活，走出家门卖

烧饼，来源于高应才最原始的发财冲

动。靳家山地薄人稀，山高坡陡，耕地

面积人均不到 2亩，属于“一方水土养

活不了一方人”的土方。

走出大山天地宽。高应才说：“富

字下面是个田，没田怎么富？答案还是

在‘副业’上。”

“起初做些‘背砖调泥’的活，靠

‘打磨工’艰难地维持着生计,出力流汗

不少，日子却过得就像雨点落到沙漠里

——溅不起个水花。” 十年前，高应才

告别了村里自家的几亩薄田，来到三交

镇上谋生。“关键是眼看着三个

儿子一天天长大成人，到了要娶

媳 妇 的 时 候 了 。 没 钱 了 可 怎 么

办？”

高应才虽出身农家，但机敏

好学，小时候起就对“打饼子、

煎麻花”等食品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四处拜师学艺，40岁后高应

才来到镇上，有幸师从三交街头

的饼子大师。从此正式与烧饼结

缘。

就这样一个饼一个饼地做，

一个饼一个饼地卖，老高成了三

交街坊邻里口口相传里的励志楷

模。“每天早上四点到下午五点，

全年无休，十年如一日。”不过说

起这份不断重复劳动的生计，老

高也难掩心酸。

老高的烧饼是用老酵子发的

面，头天晚上把面和好醒发，第

二天早上 4 点钟就起来开始做烧

饼了。夫妻两个配合，妻子负责

和面、擀皮，丈夫负责造型，把

烧 饼 放 在 烤 炉 里 进 行 烤 制 和 售

卖。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虽

然不怎么说话，但是一个眼神对

方就会明白要说的话。

让人们记住家乡的味道，传

承发扬传统文化食品，是老高为

自 己 确 立 的 终 生 奋 斗 目 标 。“ 家 乡 味

道，说到底，便是家的味道，是一种

最为浓厚的乡愁。”高应才和他的烧饼

已经植入人们的家乡记忆，植入到三

交人及来三交旅游度假的每个游客心

中。

近年来，他进一步改良了盛行于

三 交 民 间 烧 饼 传 统 工 艺 ， 从 形 、 色 、

味 都 得 到 了 跨 越 式 的 提 升 。 选 料 精

细 ， 和 面 、 擀 皮 、 擦 酥 、 揪 剂 、 整

形、贴烤，制作工艺极其复杂且口味

独特。

“卖烧饼能发财，现在的好日子几

乎都是烧饼‘换’回来的。只要踏踏

实实做出好吃的良心饼，不愁以后没

有好日子。”说这话时，高应才眼里闪

着光。

谈起创业经历，高应才长叹一口气

说，创业前，家里穷得叮当响，“以前

我们家世代以务农为生，穷得叮当响，

十里八村都知道，当时连娶媳妇都费

劲。”他回忆道，往回推 30年，那时候

年年拉饥荒，家里生活很困难，当时连

住的窑洞都是借钱箍的。

凭借着纯手工、口感好、价格公道

的优势，高应才的“农家原生态手工烧

饼”已逐渐“走俏市场”，“订单”源源

不断，一早一晚饼子铺前门庭若市，有

时甚至是“一饼难求”。用他的话说是

“三交的大人小孩，一天不吃就像双脚

踩在棉堆上——不踏实。”

“现在我既能在地里干农活，还能

做烧饼挣钱，又能照顾老人孩子，三头

都不耽误，不出远门待在家里，每天就

差不多能挣 200余元，真是太好了，我

们很感激镇政府、帮扶工作队和村干

部，是他们给我们老百姓找到了致富

路 。” 说 到 精 准 脱 贫 政 策 带 来 的 好 处

时，高应才赞不绝口。

风雨过后见彩虹。如今，在镇村干

部的帮扶下，高应才的“活法”越来越

滋润了。大儿子已经结婚生子，二儿

子、三儿子分别在太原、北京打工，而

且都交上了女朋友，“两不愁三保障”

都没问题，家庭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活

水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有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老百姓们

着想，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咱都能扛

过去，靠自己双手去拼，一定能过上好

日子的！”说起未来的生活，高应才眼

眶湿润，面容露出灿烂的笑容。

当养猪场与“牛”市场邂逅；当高

利润与高存栏相会，能碰撞出什么样的

“火花”？

——日进斗金，盆满钵溢，“数钱

数的手抽筋”；

——人气蹿红，女朋友“求婚”，

“ 惨 淡 经 营 历 千 辛 ， 一 举 成 名 天 下

闻”；

......
200 只生猪到账出栏订单，300 只

预定付款合同，看着办公桌上，像雪片

一样飞来的“真金白银”，刚过而立之

年的高晋飞，最近“感觉就像要飞起来

似的”。

“自古英雄出少年”

今年 31 岁的高晋飞，出生在柳林

县高家沟乡靠近黄河边，一个叫石家咀

的小山村。

5月 21日，听说记者来访，高晋飞

急忙脱下刚从猪棚里出来时穿的迷彩工

装，三下五除二“梳洗打扮”后，“华丽

转身”夏装着身，清凉潇洒，活力四射。

精干而自信，是高晋飞给记者的第

一印象，他的相貌很难让人把他跟“猪

倌”联系在一起。

高晋飞在弟兄四人中，排行老三，

但说到出谋划策“勇闯天涯”，却是家

里的“老大”。

“我就是个养猪的，其实根本没有那

么玄乎，都是逼出来的故事。”年轻但很

有“城府”的高晋飞始终谦虚谨慎。“父

母亲都是农民，家庭负担沉重，弟兄四

人‘齐刷刷’长大，总得有人挑大梁，

不趁早打拼，谁打光棍都说不准啊！”

其实早在 2012年，“有头脑，但不

爱读书”的高晋飞就“指导”父母拾掇

起了养猪、养鸡的摊子。

“那时我们一家人忙里忙外像个陀

螺，一边要劈山填沟整地，一边要建猪

舍与鸡场，还要学习养殖防疫知识，还

要对接市场找销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

当一家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高晋飞

的父亲在清洗猪舍时，被漏电击

倒不幸去世。“事业刚起步，父

亲就离开了我们，当时真的感觉

就像是天塌下来了。”

“快顶不住时，就躲到山旮

旯 里 哭 一 场 ， 哭 完 后 ， 继 续 干

活。”回忆起自己的遭遇，“天生不

服输”的高晋飞感慨万千。他身

后，大山坳里，枣林掩映中成排的

千头新猪舍格外引人注目。建起这

座养殖场，他和家人们用了8年。

“乱云飞渡仍从容”

巨大的打击与伤痛没有压垮

高晋飞一家人。

就像“猪市”多次的跌宕起

伏没有压垮他一样，过往痛苦的

经历成了释放他心中火焰的燃料。

“安不忘危，兴不忘忧”。高

晋飞说，别只看风光时，对于养

猪人来说，“猪周期”就像魔咒

一 样 可 怕 ， 行 情 大 起 大 落 是 常

态 。“ 不 要 光 看 去 年 赚 了 大 钱 ，

仅仅 2018年，我就赔了个‘底朝

天’，100多万元就像打了水漂。”

“ 猪 市 跟 楼 市 一 样 ， 有 周

期，基本三年一个周期。我这八

九年，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一

年 亏 、 一 年 毛 利 15% 、 一 年 毛 利

35%。”高晋飞预测说，现在的价格，

已经是 2017 年的三倍多。可以说：几

十年来，中国的猪肉从来没有这么贵

过。这种状态不知道还会维持多久。现

在看，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两三年。

高晋飞说，他的母亲张兵兰，尤其

值得尊敬。在整日操劳养猪、养鸡的同

时，还精心照顾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作

为“妇女自强的模范”，她孝老敬老的

故事在当地被广为传颂，去年又从市妇

联捧回“最美家庭”荣誉。

“是母亲正确的教育引导，我们家

的事业才越来越大。”高晋飞反复强调。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继注册成立

柳林县农夫源农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

基础上，这几年，高家四兄弟又先后成

立了农夫源婚庆公司、农夫源牧业一站

式购物中心、农夫源生态食品有限公

司，并联合全县 50 多家猪业养殖户组

建起惠通养殖协会，建立了党支部，高

晋飞被公推为党支部书记。

“富而思源不忘本”

如今，农夫源公司年存栏猪平均达

到 1500 多头、生态散养蛋鸡 800 余只，

在科技和机械化的支持下，高晋飞的养

猪技术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产生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谁困难了帮一把，是义不容辞的

事。大家都是穷过来的,我以前也一样,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才算富。”高

晋飞说。

在乡里的协调与支持下，郝家庄 6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小额信用贷款 300
余万元，“集中打包”注入高晋飞的农

夫源合作社，合作社还本付息，年底统

一向“借售人”分红，帮助村民实现稳

定脱贫。

67 岁 的 李 海 玉 就 是 受 益 人 之 一 ，

“不用还一分利息，每年还可以分得 630
元 的 红 利 。” 老 李 说 ， 关 键 中 的 关 键

是，高晋飞给他提供技术指导，让他在

自家院前养起了散养猪，经过几年努

力，他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为了让贫困户尽快脱贫，高晋飞和

兄长联合村两委采取“公司+贫困户”

的兜底政策，与周边村民签订山地西红

柿种植合同，以订单合同形式与农民约

定品质、收购指导价，保证贫困户每年

都有稳定的收入。

“去年梁地里的西红柿长势喜人，

再加上农夫源公司高价回收，算下来净

收入每亩比玉米多 6000 块钱。今年我

仅西红柿就种了 5 亩。”说起去年的收

获，村民刘贵生至今合不拢嘴。

像刘贵生一样，受益于农夫源公司

“订单农业”，靠种植山地西红柿走上脱

贫路的不胜枚举。

无奋斗，不青春；有努力，常峥

嵘。在决战脱贫攻坚的创业中，高晋飞

无疑取得了成功。但经历的摸爬滚打、

苦乐辛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

其中勤奋勤劳始终是高晋飞坚守的创业

底线，用他母亲的话说是“一家人总是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还晚。”

“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多做善事实

事，坚持办好养猪场，进一步带动更多

的 贫 困 户 脱 贫 ， 永 远 是 我 的 奋 斗 目

标。”采访结束时，高晋飞坚定地表示。

高晋飞在猪舍里查看生猪的生长情况

高应才的烧饼摊点

□ 文/图 本报记者 郭炳中

业知识业知识

最近好多农民朋友的地里玉米

心叶卷曲成“牛尾巴”状畸形生长，

节间缩短，这就是种植户常说的“玉

米 拧 芯 ”，严 重 影 响 玉 米 的 正 常 生

长。干旱对其大发生有利，降雨对其

发生和危害有直接的抑制作用。目

前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极有利于蓟

马的发生危害。

“玉米拧芯”如何防治
一、农业措施

1、及时清除田间地头杂草，减少

虫源。

2、结合田间间苗、定苗时，拔除

有虫苗，并带出田外销毁，可减少蓟

马蔓延为害。

3、对于心叶扭曲的玉米苗，可用

锥子从鞭状叶基部扎入，从中间豁

开，让心叶恢复正常生长。

4、玉米种植后避免干旱，及时浇

水，促玉米苗早发快长。

预计今年蓟马在多地玉米田偏重

发生。为控制玉米蓟马发生为害，确

保玉米苗全苗壮，各地应密切关注玉

米田蓟马发生动态，及时科学防治。

5、在间苗定苗时，注意拔除有虫

苗，并带出田外沤肥，可减少蓟马蔓

延为害。

6、适时灌水施肥，避免干旱，加

强管理，以促进玉米苗早发快长，创

造不利于蓟马生存的田间小环境，可

有效减轻蓟马为害。

7、蓟马对蓝色具有强烈的趋性，

可以在田间挂张蓝板，诱杀成虫。

二、药剂防治

由于近几年玉米蓟马严重发生，

对常规药剂吡虫啉、啶虫脒已经产生

了明显的抗性，造成防效低下。

经过大量试验表明：噻虫嗪、烯

啶虫胺、吡蚜酮以及乙基多杀菌素对

蓟马抗性较小，可获得相对较高防

效。

同时可以兼治灰飞虱、蚜虫等害

虫。同时根据蓟马昼伏夜出的习性，

尽量在早晨或傍晚防治。

链接：玉米主要病虫害防治

1、玉米螟：秸秆粉碎还田，减少

虫源基数；越冬代成虫羽化期使用杀

虫灯结合性诱剂诱杀；成虫产卵初期

释放赤眼蜂灭卵。心叶末期喷洒苏

云金杆菌、白僵菌等生物农药，或选

用四氯虫酰胺、氯虫苯甲酰胺、高效

氯氟氰菊酯等杀虫剂喷施。

2、地下害虫及蓟马、蚜虫、灰飞

虱、甜菜夜蛾、黏虫、棉铃虫等苗期害

虫：利用含有噻虫嗪、吡虫啉、氯虫苯

甲酰胺、溴氰虫酰胺等成分的种衣剂

进行种子包衣。

3、根腐病、丝黑穗病和茎腐病

等：选用抗病品种，选用咯菌腈·精甲

霜、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酯或戊唑

醇等成分的种衣剂进行种子包衣。

4、玉米叶斑类病害：选用抗病品

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在玉米心

叶末期，选用苯醚甲环唑、吡唑醚菌

酯等杀菌剂喷施，视发病情况隔 7-10
天再喷一次，褐斑病重发区在玉米 8-
10 叶期用药防治。与芸苔素内酯等

混用可减量增效。

5、玉米纹枯病：选用抗耐病品

种，合理密植。发病初期剥除茎基部

发病叶鞘，喷施生物农药井冈霉素

A，或选用菌核净、烯唑醇、代森锰锌

等杀菌剂喷施，视发病情况隔 7至 10
天再喷一次。

6、玉米蚜虫：玉米抽雄期，蚜虫

盛发初期喷施噻虫嗪、吡虫啉、吡蚜

酮等药剂。

7、玉米叶螨：播种至出苗前，清

除田边地头杂草。点片发生时，选用

哒螨灵、噻螨酮、克螨特、阿维菌素等

喷雾，重点喷洒田块周边玉米中下部

叶背及地头杂草。

8、棉铃虫：产卵初期释放螟黄赤

眼蜂灭卵，或卵孵化盛期选用苏云金

杆菌制剂、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氯虫苯甲酰胺等喷雾防治。

9、二点委夜蛾：深耕冬闲田，播

前灭茬或清茬，清除玉米播种沟上的

覆盖物。利用含有丁硫克百威、溴氰

虫酰胺等药剂成分的种衣剂进行种

子包衣。应急防治可选用氯虫苯甲

酰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等，

可采用喷雾、毒饵诱杀或撒毒土。

蒋文斌

玉米出现“拧芯”抓住防治关键

据《山西农民报》

当前春茬蔬菜已经基本拔园，部

分茬口较早的地区开始定植下茬蔬

菜。而当前正值炎夏，根据往年经

验，在高温期定植幼苗，很容易出现

徒长、伤根、病虫害多发的情况，导致

幼苗长势弱，后期产量难以保证。

一、多措并举，培育健壮秧苗
当前高温期若管理不当，幼苗很

容易出现徒长，一旦蹿头就很难控住，

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失衡，导致落花

落果严重，影响前期产量。所以，预防

幼苗徒长，培育壮棵至关重要。到底

哪些因素能导致幼苗徒长呢？

1.高温寡照

很多菜农为降低棚内温度，铺设

遮光率很高的遮阳网或向棚膜上泼

洒过量泥浆，导致棚内光照强度偏

低，且夜间温度降不下来，这样就导

致幼苗白天见光少，光合效率低，光

合作用制造的营养少，夜间温度高，

呼吸消耗营养多，久而久之，幼苗长

势渐弱。建议菜农朋友切莫全天覆

盖遮阳网，应在保证植株所需光照强

度的前提下适当遮阳降温。

2.偏施氮肥

底肥以粪肥为主，而粪肥中氮肥

含量最高，磷钾肥含量较低，大量施

用粪肥，使得定植前后土壤中氮素营

养过剩，或定植后冲施含氮肥料，均

会导致幼苗出现徒长。

3.浇水过勤

西红柿、辣椒等茄果类蔬菜定植

后不可浇水过勤，通常第一遍定植水

浇 透 后 ，隔 5 天 左 右 浇 第 二 遍 缓 苗

水，此后一直到第一穗果或门果坐住

前，不可多浇水，以控水为主，通过干

旱刺激根系下扎。

菜农孟师傅在防控辣椒幼苗徒

长方面有独特经验，他认为，根系弱、

根冠比低是造成徒长的重要原因，前

期培育强大根系，苗子就不会旺起

来，而是壮起来。从这一点出发，孟

师傅前期非常重视生物菌肥的使用，

一方面预防土传病害，另一方面促进

根系生长发育。在定植后的管理中，

拉大昼夜温差，喷施含硼叶面肥，优

化花芽分化，预防落花落果。

二、定植前后注意避免根系受伤
蔬菜定植前后，不可避免会造成

根系受伤，造成吸收能力降低，抗逆

性减弱，容易给病原菌侵染创造机

会，出现死棵等问题。菜农管理中的

一些疏忽，往往会加重对根系的伤

害，需要特别注意。

1.土壤处理后粪肥需再次用菌

剂发酵

大部分菜农都是将粪肥撒入棚

室中，混加土壤消毒剂一起闷棚，闷

棚之后以为粪肥也完全腐熟了，就开

始定植，后期却出现了烧根和气害等

问题。菜农不理解这是什么原因。

菜农使用药剂熏棚时，虽然也经

过了高温闷棚的过程，但是熏棚药剂

具有灭生性，不仅能够将土壤中的根

结线虫、病原菌等杀死，也将土壤中

的各种有益菌杀死了，没有了微生

物，也就不可能进行粪肥腐熟。所

以，熏棚时将粪肥施入棚内，只能起

到灭菌杀虫的作用，却起不到促进腐

熟的效果。

在此特别提醒菜农朋友，在使用

药剂熏棚后，应及时揭膜通风，翻耕

土壤，将残存药剂彻底散发出去，然

后随水冲施肥力高等生物菌剂，才能

促进粪肥完全发酵腐熟。

2.浇水应把握好时间和度

首先，中午不要浇水。

有些菜农认为，中午是一天中温

度最高的时候，此时浇水正好给蔬菜

降温消暑。其实不然，中午浇水很容

易导致蔬菜根系遇冷水刺激后出现

“炸”根现象，造成蔬菜大幅减产。浇

水最好选在上午 9 点以前进行，既能

达到降温效果，又不至于对蔬菜根系

造成伤害。

其次，浇水量不能过大。

很多菜农认为，夏季水分蒸发

快，大水漫灌也无所谓，于是每次都

将大小沟灌得满满的。然而，这种做

法却是错误的。在夏季浇水量过大，

同样会造成蔬菜沤根，尤其是在土壤

较黏重、透气性不良的棚室中。

三、定植后防虫防病很关键
可以采用“两网”覆盖栽培方法

防高温、防虫害、防雨水。这里说的

两网，就是遮阳网、防虫网。

首先，应注意遮阳网的合理使

用，以免遮阳网覆盖时间过长，使蔬

菜光照不足造成植株徒长。正确使

用遮阳网的时间为：晴天上午 11 点

左右到下午 3 点左右。遮阳网也不

要选择遮光率过高的，以遮阳率在

50%-60%为宜。

张芸

高温期定植幼苗 管理怎么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