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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据《山西农民报》

现在人人讲究绿色环保，特别是饮食方

面，讲究粮油的原汁原味，无任何添加剂，且

性价比高，才符合广大消费者的要求。

在石楼县马村，有一位名叫温明明的村

民，中年创业办起一家粮油加工厂，凭借着

“让大伙儿吃上放心粮油”的信念，生意越做

越红火，既找准了增收致富的好门路，过上了

小康生活，也赢得了方圆数十里乡亲们的称

赞。

随着清亮的亚麻籽油从榨油机的出油口

汩汩而出，纯正、浓郁的油香味弥漫在整个榨

油间内，温明明正忙着将新鲜榨出的油装桶

晾凉。早晨 5点多起床，一直要到晚上 9点多

才收工，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身上的衣服都

湿透了。虽然辛苦，但他的内心却是美滋滋

的。

“温明一级冷榨亚麻籽油是我们的明星

产品”，温明明自豪地说，“亚麻籽油所含的

α-亚麻酸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且只能靠外

界食物摄入的必须脂肪酸，所以对人体健康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把亚麻籽在低温

的条件下，用物理机械化榨取，由于没有经过

传统的高温热炒或蒸煮的过程，所以油脂中

的营养成分并没遭到多大破坏。现行有效的

标准规定,亚麻籽油中 α-亚麻酸含量范围为

39%-62%, 而我们的亚麻籽油中的含量为

60%，接近最高标准，含有的亚麻籽固有的成

分基本保存完整。”

“看，这是我们榨亚麻籽油、核桃油、葵花

籽油的原料，这些都是从本地收购原料。我

们石楼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发达、没有

工业企业，但是环境也因此免受污染，所以原

料健康安全，再者在加工过程中坚持无添加，

油的质量自然也很好，这样顾客也能放心购

买。”从一开始，温明明就告诫自己，不仅要注

重产品的品质，还要保证产品食用安全。“另

外还支持带料加工，方圆五十里大部分老百

姓都把富余的核桃和亚麻籽等拿到我这里加

工，有拿三五百斤的有拿百八十斤的，为他们

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

就这样，凭借着“让大伙儿吃上安全放心

粮油”的信念，温明明生产的食用油还真应验

了那句“油香不怕巷子深”的老话，在十里八

村逐渐赢得了良好口碑，“温明粮油”也成了

当地小有名气的“粮油牌子”。温明粮油生产

的种类也由刚开始的食用油，扩展到生产无

添加自磨面粉；在销售方面，除了坐等上门之

外，温明明还雇佣了一位贫困户送货上门。

后来，随着当地饭店、超市等经营场所成为固

定的重要市场，“温明粮油”逐渐形成了以马

村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的销售格局。

正聊着，温明明的微信上提示，有来自内

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辽宁省鞍山市的订

单。在他的手机上，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订单。在拓展当地市场的同时，他学

着利用电商平台拓展他的粮油产品市场。如

今，周边的一批贫困户也跟着他开始做起了

“微商”，在网上销售温明粮油产品，订单越

多，提成也越多，其中一位贫困户在去年光提

成就赚了近三万元。不久，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温明粮油的产品被销往内蒙古、辽宁、

吉林、江苏、贵州、山东、广东、河北、浙江等

地，不仅保证了销售量，而且满足了价格。

谈到今后的发展，温明明向记者表示，粮

油厂虽然只创办了三年，但让他尝到了创业

的乐趣，既能增加收入，又增长了见识，关键

还能帮助了贫困户。下一步，一是搭上电商

直播的顺风车，让“温明粮油”的“网圈子”越

来越大；二要借助上级有关创业扶持项目，

学习更先进的加工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带

动周边群众共同创业增收，成为大家的“致富

加油站”。

长期以来，石楼县生态脆弱

与 深 度 贫 困 相 互 交 织 、互 为 因

果。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为全县

破解生态建设和脱贫攻坚双重压

力指明了前进方向。灵泉镇胡家

峪村在脱贫攻坚战役中，秉承和

践行“两山”理论，大力发展生态

建设和扶贫产业， 出了一条走

向小康生活的新路子。

初秋时节，万物并秀。沿着

蜿蜒的柏油路一路向前，道路两

侧绿树成荫，一排排路灯崭新靓

丽。进入胡家峪村，一幅幅图文

并茂的文化墙跃入眼帘，村容村

貌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走在胡家裕村的角角落落，红花

绿草、绿树成荫，所到之处皆是靓

丽的风景线。村民房前屋后种满

绿植，街道路旁见缝插绿，满眼都

是如诗如画般的美景。郁郁葱

葱、精致优美、宜居宜业的良好生

态环境成为胡家峪老百姓日常生

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

近年来，村委持续加大绿化

力度，对 3.8 公里村道进行了绿

化，栽植了 15 种各类苗木 4000
株；荒山绿化项目方面，栽植油

松、白皮松 12850 株，绿化 125 亩

荒山；上山通道绿化 1.5 公里，栽

植国槐、蜀桧等苗木 2414 株，村

子的魅力和颜值得到不断提升，

给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产业兴，村民方能富。村两

委凝心聚力、精准发力，把发展产

业脱贫增收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支部领办建成村级造林合作社，

吸收贫困户 21户，承接植树造林

和核桃林提质增效项目，目前全

村 有 核 桃 经 济 林 1355 亩 ，亩 产

500 斤核桃，每亩年收入约 2000
元，近两年投资近 50 万元，完成

了岔沟垣和南垣 1100 亩核桃林

的栽植，并对原有核桃林进行了提质增效及改

良嫁接，通过科学管护，村内近 100户农户产业

每亩可增加约 800元。按照“支部+蔬菜水果大

棚、水果采摘园建设”模式，流转 20 亩坪地，修

建暖棚 14个，其中 1亩的大棚 6个，栽植优良品

种桃树 2100株，葡萄 900株；0.5亩的大棚 8个，

主要种植蔬菜、瓜果；配套提水灌溉工程，打井

一口，安装滴管设施，修建涵洞一座，硬化大棚

道路，另外修建挡土墙 330米；流转土地 80亩，

栽植苹果树 1620余株，梨树 1700余株，林下栽

植有机西红柿 7万苗，有机辣椒 2万苗。

正值瓜果飘香时，一排排整齐的西红柿，一

串串红红的辣椒、紫色的葡萄，一颗颗红红的桃

子、苹果、黄澄澄的梨，眼前满园、满棚的果实，着

实让人感到脱贫攻坚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我们村虽然离城很近，但各方面条件很落

后，也很原始。近几年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后，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里面进行了山坡绿化，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进村都是靓丽的风景

线。以前山路不好走，人们拉个庄稼一下雨就

泥的不行，近几年铺了山路后，就好走了，三轮

车下雨都能走。修建了红白理事厅、日间照料

中心。村里还发展了集体经济，村民们可以在

里面打工，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贫困户郑四

儿说。

在“两山”理论的指引下，胡家峪正在乡村

振兴的征程中乘风破浪，坚定前行，力争成为人

人安居乐业，家家幸福美满的“桃花源”。

夏日天亮得早，刚刚早晨五点，天已渐

渐亮起来。在柳林县穆村前往城里的公路

上，一辆农用三轮车正开足马力向前飞驶，

车斗里装的是满满当当的青菜、西红柿、香

菜等时令蔬菜。旁边坐着一名送菜妇女，

一手按着蔬菜，一手牢牢抓住车斗栏杆，她

就是穆村镇种菜农妇李盼盼。

车辆一大早就出发上路，是急着赶往

柳林城内的菜市场卖菜的。别看李盼盼只

是位普通农妇，她种植的蔬菜却是鲜嫩味

美，远近闻名，今年前七个月，她栽植的一

畦香菜，收了四茬，就卖了 2000多元。

李盼盼所在的穆村，是柳林县郊区村，也

是县城蔬菜的直供村。李盼盼家的三亩水

地，全部栽种应时蔬菜，春夏季节保持着翡翠

般的绿色，所产的蔬菜还常常是供不应求。

今年是疫情之年，菜农们不误农时，早

春时就急急赶着翻地、点种，夏季又迎来了

新一茬丰收菜。七月的一个上午，农妇李

盼盼引着记者来到她家的地头，指着一畦

绿葱葱的菜地说：“喏，这就是我今年种的

那畦香菜，瞧，长得多么旺实！”

临近地里劳作的菜农冯二小也走过

来：“今年虽然有旱情，但清河湾的土地不

缺水，咱村的蔬菜，照样长得嫩生生，绿油

油的。”

穆村位于柳林穆村镇清河沿岸，村中

六百多户人家沿河川而居，村中田地，就集

中在沿河一带。清河千百年来冲击出的片

片洼地，自然成为村里的阡陌良田。黑油

油、嫩汪汪的土壤，是庄稼和蔬菜天然的生

长家园。

沿着李盼盼所指的方向看过去，记者

看到那片香菜绿意葱茏，高达人膝，细长的

茎蔓圆柱状直立，分枝光滑，叶生小片。香

菜占地长宽约半分，初夏的阳光下，生机盎

然，水灵灵地喜煞个人。

香菜虽好，毕竟只占一小块地，能卖得

下 2000 多元吗？面对这个问题，李盼盼淡

淡一笑：“菜价一看质量，二看市场。香菜

属于调味菜，一些菜农看不下种，我却拿来

当它是宝。这不，今年遇到疫情，市场菜价

大涨，香菜价格一斤上到 12块多呢！”

李盼盼种的半分地香菜，连收四茬，总

产量达到近 200 斤，运到菜市场，刚好赶上

了好价钱。加上李盼盼种菜肯下肥、质量

好，她种出的菜大受买主欢迎，几乎都是一

口价，轻轻松松就卖出去了。

像李盼盼这样的蔬菜致富户，在穆村

已经不是少数。村委干部介绍说，“村里凭

借种菜挣钱的农户多得是，有的农民，家里

田地全部用来种菜不说，还依托土地流转，

租种别人家的土地，还有的菜农修起了大

棚、温室专门种菜，每年收入 3至 4万元。”

如今，穆村正在逐步发展成为蔬菜专

业村，全村蔬菜年产量稳定在十万斤，除了

商贩上门，城乡各地住户上门选购的也不

少。记者采访的功夫，就连续有三家客户

上门买西红柿。说话间，农妇李盼盼又忙

着接待买主，销售她的蔬菜去了。

1、黏玉米
北方种植的黏玉米一

般的从种到收需要 90天左

右的时间，现在北方已经有

很多的企业和农户签订了

收购协议，向农民朋友定制

黏玉米，保证了黏玉米的价

格及销路。另外黏玉米采

摘完毕后，玉米秸秆可以卖

给养殖场加工成青贮饲料，

可以说种植黏玉米对于东

北农村人来说是一个不错

的种植项目，毕竟同等的时

间和付出可以得到更好的

经济收入，让农民朋友可以

多赚些钱。

2、山楂
山楂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和药用价值，它除了能

够直接吃，还可以制成山

楂片、红果酱、果脯、山楂

酒等。山楂一亩可以种植

160株左右，每株山楂树间

的行距为 2m×2m，在定植

后 的 2- 4 年 就 会 开 花 结

果。山楂树在盛果期的时

候，一亩山楂树能产 5000
公斤以上的山楂果实，所

得的利润超过万元。山楂

树的幼苗 12元/株，若是 50

株以上 10元/株，种植的成

本很低，收益很高，适合大

面积种植。

3、芥菜
芥菜喜冷凉润湿的生

长环境，不耐炎热和干旱，

能耐轻微霜冻。芥菜种子

最 适 宜 的 发 芽 温 度 为

15℃-25℃，处暑前后播种

非常适宜。给大家推荐一

个 芥 菜 新 品 种 香 叶 饺 子

菜，饺子菜生长快，一个月

左右就可以采收苗菜，一

般在 60 天长成大棵蔬菜，

最高亩产可达 4000公斤。

4、高钙菜
高钙菜又叫养心菜，

是一种适应能力极强的蔬

菜，对于零下的低温都能忍

受，给北方地区受低温度限

制地方提供了一条出路。

其次高钙菜营养极其丰富，

既能入药又能做菜，生长速

度也是极快的一种，产量方

面有保证。其本身对于养

分的要求不好，一些土壤比

较贫瘠的地方也能生存下

去，加上市场价格也不低，

种植致富的前景还是不错

的。 吾谷网

温明明：用心做粮油 小康生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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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赵晨嘉

李盼盼：播种生活希望 收获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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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瑜

四种作物北方种植有前景

近日，方山县利民职业培训学校

对方山县峪口镇南村 80 名村民进行

了按摩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为拔罐、

刮痧、针灸(温针)、火针，颈、肩、腰、腿

痛的基本手法以及头部疗法等，通过

按摩可以使病人祛风散寒，消肿散结，

调和气血，升阳固脱，防病保健。图为

培训现场。

闫志宏 闫吉平 摄

贪色、贪玩、贪吃是蔬

菜害虫特有的习性，针对蔬

菜害虫的“三贪”习性，可采

取“五诱”技术（性激素、色

板、灯光、糖醋液、杨树枝把）

诱捕成虫，将害虫的雄蛾消

灭在交尾之前，致其断代。

一、蔬菜害虫的三贪
特点

贪色：一是贪性色，如

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等雄

蛾，对雌蛾体内所分泌的

一 种 激 素 具 有 很 强 的 趋

性 ；二 是 贪 颜 色 ，如 白 粉

虱、蚜虫、美洲斑潜蝇、黄

条跳甲等对黄色具有强烈

的趋性；菜蚜对橙色具有

趋性；棕榈蓟马对蓝色具

有较强的趋性。

贪玩：棉铃虫、斜纹夜

蛾、黄条跳甲、蛴螬、金针虫、

瓜蚜、蝼蛄等具有强烈的趋

光性，它们追逐夜色中的灯

光进行“娱乐”，且彻夜不眠。

贪吃：一是贪吃糖醋

液，如斜纹夜蛾、瓜实蝇等贪

吃糖醋液。二是贪吃糖蜜

液，如烟青虫对糖蜜液具有

趋性。三是贪吃叶片，如蛛

形纲、蜱螨目、叶螨科害虫菜

叶螨性喜含有高氮素的蔬

菜叶片。四是贪吃有机物，

如斜纹夜蛾贪吃发酵的胡

萝卜、麦芽、豆饼、牛粪等；

还有根蛆、细胸金针虫、蝼蛄

等都是贪吃有机物的害虫。

二、采取“五诱”技术
诱杀成虫

性激素诱杀：该技术

是利用昆虫自身所分泌的

一些与性别有关的化学物

质，诱杀雄性成虫，从而达到

控制农业害虫繁殖的目的。

色板诱杀：一是针对

白粉虱、蚜虫、黄条跳甲等

性喜黄色的习性，可采用黄

色板诱捕害虫，每亩菜地安

置 10片黄色板即可。值得

注意的是，黄色板上每隔

7～10 天要涂 1 次机油，以

防色板上的油干而影响诱

捕效果。二是针对菜蚜对

橙色具有趋性的特点，可使

用橙色板进行诱杀。三是

针对棕榈蓟马对蓝色具有

趋性的特性，可利用蓝色物

体诱杀。 李振宇

针对“三贪”特点“五诱”蔬菜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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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总局副局长唐军 4日在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表示，我国将推进“证照分

离 ”改 革 区 域 和 事 项 全 覆

盖。区域全覆盖，从原来的

18 个自贸试验区试点扩大

到全国；事项全覆盖，既包

括中央事项，又包括地方事

项。在自贸试验区试行的

改革举措将在全国复制推

广，同时将在自贸试验区实

行更有力度的新举措。

唐军介绍，为深化“放

管服”改革，将从五方面进

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

进“证照分离”改革区域和

事项全覆盖，企业开办全程

网上办事，推进注册登记制

度改革取得新突破，简化市

场监管部门的企业生产经

营和审批条件，进一步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

“在网上办理，拿的执

照是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

业 执 照 盖 的 章 是 电 子 公

章。”唐军介绍，目前，绝大

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已

经开通了企业开办“一网通

办”平台，到今年底要全部

开通这个平台，实现企业开

办全程网上办理。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将联合公安

部门逐步推广电子营业执

照、电子公章等。企业开办

办理时间由 5个工作日压缩

到 4 个工作日以内，有条件

的地区还可以进一步缩短。

“要加大住所与经营场

所登记改革力度，支持各省

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

分离登记试点。”唐军说，现

在企业注册登记只能有一

个住所，如果要在其他地方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还要登

记 分 公 司 履 行 登 记 手 续 。

这项改革能解决现在企业

登记当中的许多问题。下

一步，企业在登记一个住所

的同时，还可以登记多个经

营场所。将来，住所这个概

念主要是用于通讯地址和

文书送达地址，经营场所就

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地

址。现在一个住所的多个

经营场所，要限制在同一登

记机关管辖范围内。

“商事制度改革有利于

激发社会创业热情，也有利

于激发市场活力。”唐军介

绍，截至今年 7月底，全国登

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1.32 亿

户，其中企业 4110.9 万户，

分 别 比 去 年 年 底 增 长 了

6.7% 和 6.5% 。 今 年 1 至 7
月，全国市场主体每天平均

新增了 6.4 万户，其中企业

平均每天增加 2.1 万户、除

去注销企业净增 1.1万户。

我国将推进“证照分离”
改革区域和事项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