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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专刊

在北武当镇下昔村，郝平珍有“牛”人的

称号。这位花甲老人以养牛为生，靠养牛走

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还激励带动其他贫困

户一起脱贫，成了远近闻名的“脱贫之星”。

一大早，当笔者来到郝平珍家的时候，

只见他正在牛棚里忙活着，清扫牛槽、给牛喂

草饮水、整理圈舍……像这样的事情，是郝平

珍每天雷打不动必须干的。

郝平珍是下昔二村连家坡的一名贫困

户，全家 3口人。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他不辞辛苦，早出晚归，忙于奔波。靠种植玉

米和打临工维持生活。但年复一年的打拼，

并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大变化。特别是孩子读

高中，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许多负

担。

在养牛之前，他靠打工维持生活，孩子们

还在上学，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

当郝平珍夫妇俩正为撑起这个家而一筹

莫展之时，党的精准扶贫春风吹进了吕梁山

区，也吹暖了北武当山下的这个小山村，更把

精准扶贫的阳光温暖洒向了这个贫困家庭。

2014年村里确定精准扶贫对象开始，驻村干

部和村委会经过一系列摸底排查，郝平珍被

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没有致富产业，要想

脱贫致富，还是要从产业发展上想办法。经

过扶贫工作队多次入户与他沟通交流，从思

想上激发了他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坚定了脱

贫致富的信心，克服了“等、靠、要”的思想。

通过政府组织的养牛培训，去外面参考

学习别人的羊牛经验，他开始和家里人商量

养牛。尤其是这两年政府积极支持贫困户，

放贷款支持贫困户养牛，一家人同意了以后，

郝平珍自己贷了 5 万元，政府补贴 4 万元，就

开始发展养牛。

郝平珍深知，买牛不难，但要养好牛不

容易，既要科学饲养，又要有实干精神。在养

牛过程中他发现问题就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每个细节都不放松，期间没有发生过一起病

害，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因管理不当而死亡现

象。

郝平珍现在养的牛已经有 60多头，他又

开始通过学习外面的技术育肥搞试验。

脱了贫，有了存款，郝平珍在村里牛气了

不少，乡亲们看到郝平珍养牛挣了钱，便跑到

他家取经，从买牛选啥品种到饲料怎么调再

到牛的生活习性，郝平珍都逐项耐心讲解。

他不仅成了养牛专业户，还成功带动村民一

起养牛，共同走向脱贫致富的黄金大道。

“现在的好日子全凭党委政府的扶贫政

策，尤其邮政、信用社你一说养牛，贷款立马

就下来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郝平珍扬

起一脸幸福的笑容。

8月 5日一大早，方山县马坊镇开府村戏台大院

车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西葫芦大丰收吸引南来

北往的客商聚集到这个小村，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一

车车西葫芦拉到河北、太原、榆次等地出售。

在里其村、红崖湾村、开府村、吴家沟村到处可

见忙碌村民采摘西葫芦的身影，而开府村戏台就成

为电商收购点，只见一辆一辆三轮车穿梭院内，壮年

男人们给老板过秤登记，有的人为菜农们付钱，10多

个妇女边说边笑，轻松地挑选着西葫芦套上包装袋

轻轻地放入菜筐中，有的人把整箱西葫芦往大卡车

上搬运，看着一堆堆码齐的西葫芦装上大货车，大家

都乐开了怀。吴家沟农民延卫平高兴地说:“我种植

西葫芦 4亩，连续 10多天，我们全家齐上阵到菜地里

采摘后送到开府村蔬菜批发市场，每斤 1.0元出售，

平均每亩可卖 6000元以上，收入 2万多元，今年的行

情特别好”。

正忙着收购西葫芦的收购员告诉笔者，种植西

葫芦是这里群众致富增收的主要渠道，西葫芦抗寒

强，生长期短，种植 45 至 60 天就可收获，不间断挂

果，其品质鲜嫩，口感好，保鲜时间长，市场产销看

好。收购瓜的要求标准是 5-9两之间，每箱约 40斤

重，价格是在 1.0元（一斤），一天可以收购一车，如果

多的话两天收购三车，主要运往河北、太原、榆次等

地销售。

眼下正值蔬菜采摘季，该收购点每天可以固定吸

纳十余名当地贫困百姓务工，日工资 100元，让百姓

实现家门口就业。马坊镇镇长薛晋军介绍道，该镇季

节性差蔬菜种植面积 2800亩左右，一亩采摘 260斤，

最贵一斤 1.2元，最便宜每斤 0.3元，从 7月上旬开始，

全镇有15个电商在各村收购，村里的蔬菜不愁卖。

他曾经因家庭贫困供不起孩子上学、曾

因没有固定的收入而沮丧苦恼。但是在党的

惠民政策的扶持下，他鼓起了信心，通过勤劳

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向了致富路，他

就是北武当镇下昔村的养鸡大户——温林。

说起养鸡，温林最感谢的就是支农信贷

政策，提起接触支农扶贫信贷的前前后后，温

林的热情一下子就起来了。

温林说，他刚开始是打工，打工也挣不了

钱，孩子们还在上学，资金经常紧，后来朋友

给他指了一条发财致富路——养鸡。

心动了，可是问题又来了，资金从哪里来

呢？村驻村干部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便找到

了他，说咱们有扶贫贷款，可以帮你搞养殖发

展。温林怀揣着利息能不能还上的一颗忐忑

不安的心开始了他的养殖路。

说干就干，温林向北武当农村信用社申

请了支农扶贫贷款，搞起了养鸡。然而，好景

不长，他发现受禽流感影响，鸡肉和鸡蛋的价

格不稳定，除去饲料和药品成本，就算有足够

的数量小鸡和肉鸡出栏，鸡蛋上市，剩下的收

益也没有多少。

一边是还贷压力，一边又担心产业搞不

好愧对政府的好政策。温林想不出什么好的

办法，贷款下来了，鸡舍也建成了，不可能说

不做就不做。

妻子崔连娥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提出

再养一批小鸡和母鸡的想法。听了妻子的提

议，温林并没有马上行动，他外出了解小鸡、

肉鸡、饲料、鸡蛋的价格。经过计算后发现，

养鸡还是可行的。

于是，温林马上购进了一批小鸡，随着养

鸡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不仅鸡价、鸡蛋价格

更加稳定，而且自家种植的青菜和玉米可以当

饲料，成本下来了，品质上去了，鸡粪也能卖

钱。同时还兴办了蔬菜水果门市部，除去出售

绿色无公害蔬菜和水果外，还专门出售自家的

鸡蛋，生意非常红火，很受老百姓的欢迎。

目前，温林的鸡已经达到了 1万多只，帮

扶干部帮忙找销路，联系客户，加上自己开的

水产店，自产自销，生意好极了。咯咯咕咕的

鸡鸣声与家中时常响起的音乐声连成一片，

奏出一曲脱贫致富乐曲。

温林十分感慨地说：“支农扶贫款为我打

开了致富大门，我非常感谢政府对我的支持，

使我的日子过得更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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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玉 米 出 现 “ 黄

化”“心叶扭曲”“心叶抽

不出来”的“假药害”情

况。大家都误以为是烟嘧

磺 隆 系 列 产 品 造 成 的 药

害，当然不排除有些的确

是烟嘧磺隆的药害，这其

实是玉米顶腐病带来的危

害。让我们来揭开玉米顶

腐病的面纱，做到早防早

治，避免造成更严重的损

失。

玉米顶腐病是玉米顶

端腐烂病的总称，是近几

年玉米常见病害，分真菌

性 （镰刀菌） 顶腐病和细

菌性顶腐病两种，病源菌

在土壤、病残体和带菌种

子中越冬，成为下一季玉

米发病的初浸染菌源。

一、发病时期

玉米从苗期到抽雄都

可 发 生 ， 症 状 复 杂 多 样 。

一般在玉米第 9、10片叶子

上开始表现症状，受害最

重的是第 11-13片叶。

二、发病症状

生 病 的 玉 米 心 叶 发

黄，叶片边缘变薄甚至有

缺损或者是变成褐色，心

叶叶尖干枯甚至全叶枯死。

心叶粘连、不能正常

展 开 ， 甚 至 扭 曲 呈 “ 弓 ”

形，有时雄穗也会被包裹

在里面。

叶鞘、茎部腐烂，腐

烂处有粘液，有时候有臭

味，有时候没有，甚至用

手 就 能 够 拔 出 整 个 心 叶 ，

刮风时也容易倒折。

植株矮化，剖开茎基

部可见纵向开裂，有褐色

病 变 ， 像 被 虫 子 咬 过 的 ，

但却不是虫子咬的，这是

真 菌 顶 腐 病 最 明 显 的 特

征。

1、 叶 缘 缺 刻 型 感 病

叶片的基部或边缘出现刀

切状缺刻，叶缘和顶部褪

绿呈黄亮色，严重时 1个叶

片 的 半 边 或 者 全 叶 脱 落 ，

只留下叶片中脉以及中脉

上残留的少量叶肉组织。

2、 叶 片 枯 死 型 叶 片

基部边缘褐色腐烂，叶片

有 时 呈 撕 裂 状 或 断 叶 状 ，

严重时顶部 4～5 叶的叶尖

或全叶枯死。

3、扭曲卷裹型 顶部

叶 片 卷 缩 成 直 立 长 鞭 状 ，

有的在形成鞭状时被其它

叶片包裹不能伸展形成弓

状，有的顶部几个叶片扭

曲缠结不能伸展，缠结的

叶 片 常 呈 撕 裂 状 或 皱 缩

状。

4、 叶 鞘 、 茎 秆 腐 烂

型 穗位节的叶片基部变褐

色腐烂的病株，常常在叶

鞘 和 茎 秆 髓 部 也 出 现 腐

烂，叶鞘内侧和紧靠的茎

秆皮层呈铁锈色腐烂，剖

开茎部，可见内部维管束

和茎节出现褐色病点或短

条 状 变 色 ， 有 的 出 现 空

洞，内生白色或粉红色霉

状物，刮风时容易折倒。

5、 弯 头 型 穗 位 节 叶

基和茎部发病发黄，叶鞘

茎秆组织软化，植株顶端

向一侧倾斜。

6、 顶 叶 丛 生 型 有 的

品 种 感 病 后 顶 端 叶 片 丛

生、直立。

7、 败 育 型 或 空 秆 型

感 病 轻 的 植 株 可 抽 穗 结

实 ， 但 果 穗 小 、 结 籽 少 ；

严重的雌、雄穗败育、畸

形而不能抽穗或形成空秆。

三、发病条件

玉米顶腐病可分为真

菌型和细菌性两种，喇叭

口期遇到持续高温易发生

该病。特别是在高温、多

雨 、 强 光 照 气 候 条 件 下 ，

易伤害叶片顶端的幼嫩组

织 ， 导 致 细 菌 很 快 入 侵 ，

加之每天玉米周期性的吐

水和高温气候，有利细菌

大量繁殖，造成叶片顶部

组 织 大 量 腐 烂 。 一 般 来

说，低洼地块、土壤粘重

地块玉米顶腐病发病重。

1、 镰 刀 菌 顶 腐 病 在

玉米苗期至成株期均表现

症状，心叶从叶基部腐烂

干 枯 ， 紧 紧 包 裹 内 部 心

叶，使其不能展开而呈鞭

状扭曲；或心叶基部纵向

开裂，叶片畸形、皱缩或

扭曲。植株常矮化，剖开

茎基部可见纵向开裂，有

褐色病变；重病株多不结

实或雌穗瘦小，甚至枯萎

死亡。病原菌一般从伤口

或茎节、心叶等幼嫩组织

侵 入 ， 虫 害 尤 其 是 蓟 马 、

蚜虫等的危害会加重病害

发生。

2、 细 菌 性 顶 腐 病 在

玉米抽雄前均可发生。典

型症状为心叶呈灰绿色失

水萎蔫枯死，形成枯心苗

或丛生苗；叶基部水浸状

腐烂，病斑不规则，褐色

或黄褐色，腐烂部有或无

特殊臭味，有粘液；严重

时 用 手 能 够 拔 出 整 个 心

叶，轻病株心叶扭曲不能

展开。高温高湿有利于病

害流行，害虫或其它原因

造 成 的 伤 口 利 于 病 菌 侵

入。多出现在雨后或田间

灌溉后，低洼或排水不畅

的地块发病较重。

四、防治方法

1.在 田 间 一 旦 发 现 病

株，就要及时拔出带出田

外，并及时用药剂进行防

治。

2.玉米顶腐病是由真菌

和细菌引起的，而且重叠

发生，药剂防治就要选择

合适的药剂真菌和细菌一

起防治，最好配合杀虫剂

和 叶 面 肥 ， 既 能 消 灭 害

虫、促进植株生长，增强

光合作用，又能提高植株

的抗逆性。

做 到 早 发 现 、 早 用

药。在发病初期可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80%
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5%
菌毒清水剂、 72%农用链

霉素可溶性粉剂等杀菌药

剂对心喷雾，扭曲心叶需

用刀纵向剖开。施药重点

要对准病株心叶，发病株

应适当增加药液量，根据

发病情况防治 1-2 次。对

于粘连在一起的叶片，应

抓紧用刀尖或锥子挑开粘

连的叶片，促进顶端生长

和雄穗正常发育。挑开的

叶 片 在 通 风 和 日 晒 条 件

下 ， 发 病 组 织 会 很 快 干

枯，可有效控制病害的发

展。当发病较晚，植株已

抽穗，田间喷药困难，此

时不提倡再采用喷药的控

制措施。

玉米顶腐病与玉米田

苗后除草剂药害的主要区

别：

1、顶腐病叶片中间没

有 黄 化 斑 ， 主 要 形 成 黄 、

白、绿相间的条纹状；而

苗后除草剂药害主要是不

规则的斑点、黄化，严重

者干枯；

2、顶腐病往往有病原

菌 ， 腐 烂 处 常 常 有 股 臭

味，褐色坏死，有粘液流

出；而苗后除草剂药害一

般没有病原或异味；

3、新叶受害严重时用

手 很 容 易 拔 出 整 个 心 叶 ，

轻 病 株 心 叶 扭 曲 不 能 展

开 ， 心 叶 腐 烂 由 内 向 外 ；

而除草剂药害新叶虽然受

害，但是没有烂掉，即使

外部有腐烂，但是中心是

正常的不太容易拔出；

4、顶腐病病株往往有

虫蛀状坑道；而除草剂药

害没有。 刘志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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