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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势问题
如果秋季不施基肥，

果园里的强树就会变成弱

树，强弱之间，相差很大。

果 树 在 营 养 生 长 前

期，根、枝、叶、花、果各器

官的生长发育需要大量养

分。而后半年由于叶片形

成，光合产物增多，营养物

质会自然接续。果树生长

前期所消耗的养分来源主

要是靠秋施基肥后树体贮

藏的营养。秋季果实采收

后是树体积累营养物质的

关键时期。如果不能进行

及时和有效的营养补充，

强树自然会变成弱树。由

于缺乏足够的营养，来年

早春萌芽、生长、开花以及

幼果的正常生理活动也无

法正常进行。

二、根系问题
“断根生新根”，一年四

季只有秋季可以伤根，秋施

基肥挖地或翻地时对根系

产生的伤口，不仅无害而且

能新生大量毛细根。如果

秋季不施基肥，将错过对果

树根系修剪的绝佳时机。

秋季是根系一年中最

后一次生长高峰期，其生

命活动旺，吸收养分能力

强。这时果实已经采摘，

叶片仍在继续进行光合作

用，制造的养分回流到根

系就被储存起来，用于根

系生长。如果不能进行秋

施基肥，根系就不能促发

新根，增加吸收根数量，扩

大营养元素的吸收面积，

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就无从

谈起。而且，叶片也会由

于 缺 少 营 养 支 撑 过 早 衰

老、脱落。根系就无法充

分休养生息，造成来年果

树根系分解、吸收、储存、

传输养分能力大大减弱。

三、土壤问题
如果秋季不施基肥，

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和有

机 质 就 不 能 得 到 及 时 补

充，无法改良土壤。

秋季土温较高，墒情

较好，有利于土壤中微生

物活动。施入的有机质也

易被根系吸收。此外，有

机肥在微生物作用下形成

腐殖质，提高了土壤有机

质含量，改变土壤的团粒

结构，改善土壤通透性和

保肥、保水能力，为果树根

系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保证果树正常生长发育，

可以促进果树丰产、稳产，

及早获得经济效益。

施入大量的生物有机

肥 之 后 能 提 高 树 体 抗 逆

性。结合秋季施肥深翻土

壤，能够优化土壤结构，提

高土壤防寒御寒能力，保

证 果 树 地 上 部 分 安 全 越

冬，减少来年病害。

四、经济问题
俗话说“秋肥是金，冬

肥是银，春肥是铜”。果树

基肥十分关键。但花同样

的钱，施同样的肥，用同样

的量，若施用时间不同，效

果也存在较大差异。据试

验，秋施基肥比冬、春施基

肥可增产 14%～30%，并且

能改善果实品质。李丽清

利用优质牧草养猪，可

降低饲料成本，提高猪的瘦

肉率。养猪的优质牧草主

要有：籽粒苋、俄罗斯饲料

菜、苦荬菜、冬牧-70 黑麦

草、菊苣、苜蓿、白三叶等。

小猪（7-20公斤）阶段

饲料中蛋白质含量要达到

18%以上，同时适当喂给

少量牧草鲜嫩茎叶，日喂

量以 1-2 公斤为宜，最多

不要超过 3公斤，一般在喂

料前半小时喂鲜草。

中猪 （20-60公斤）阶

段可少喂蛋白质含量高的

精料，通过添加优质牧草来

补充精料中蛋白质和钙含

量的不足，补充维生素及矿

物质，一般日喂 4-6公斤的

鲜草或优质草粉，精料配制

为 ：70%玉 米 、20%麸 皮 、

10%浓缩饲料或豆饼，精料

日喂量为 1-1.25 公斤，一

般在喂精料前半小时喂鲜

草，每天喂两次。

大 猪 阶 段 精 料 配 制

为：玉米 80%、麸皮 20%，

不必添加任何浓缩料，每

天 喂 6- 8 公 斤 牧 草 或 草

粉，精料 1.5-2 公斤，喂精

料前半小时喂鲜草，日喂

两 次 。 在 猪 出 栏 前 半 个

月，每天喂 2-3公斤鲜草。

陈勇

天气越来越冷，浇水

不当很容易出现伤根沤根

现 象 ，不 利 于 蔬 菜 的 生

长。特别是沤根，多发生

于秋冬低温季节，再加上

浇水后遇连阴雨天气，地

温过低，幼苗出现萎蔫，时

间 一 长 ，就 会 发 生 沤 根 。

此外，土壤板结或偏粘性

的土壤，若浇水量偏大，也

容 易 出 现 沤 根 现 象 。 那

么，如何浇水才能避免沤

根的发生呢？

浇水学问大
提醒菜农不要按天浇

水，也切忌大水漫灌，否则

会导致土壤中的水分从极

干迅速转为极涝，过量的

水分将土壤中的空气挤出

土壤，在浇水量过大的情

况下，根系长时间被水包

围，处于缺氧状态，根系就

会 受 伤 。 特 别 是 对 于 黄

瓜、辣椒等根系较浅的作

物，一旦浇水过大很容易

沤 根 、伤 根 ，最 好 小 水 勤

浇，有条件的可采取膜下

滴灌。一般来说，土壤水

分 保 持 在 50%- 85%之 间

最为适宜，既能够满足根

系对水分的需求，又能够

保持土壤的氧气含量。

浇水前要注意天气预

报，要在晴天进行，浇水后

至少要保证能有 2-3 个晴

天，浇水时间最好在上午

10 点以前，此时地温和水

温相差不大，浇水后不会

引起地温较大变动，可以

减少对根系的伤害，防止

出现沤根情况。

沙土、粘土浇水
粘性土壤，如果浇水较

频繁，土壤水分多、氧气少，

不利于根系的生长。特别

是在蒸发量大的情况下，往

往会造成上干下湿的土壤

状态，给菜农造成了应该浇

水的假象，结果导致频繁浇

水而引发沤根。与此相反

的是，对于透水性好的沙性

土壤，如果采取频繁溜小水

的方式浇水，则会出现上湿

下干的情况，也同样不利于

根系的生长。

因此，由于粘性土壤

保水性好，可适当延长浇

水的间隔时间，同时要在

浇水后地表稍干时及时进

行划锄，最大限度地缓解

沤根的危害。划锄时可根

据苗子大小判断根系生长

范围，在距离根系较近的

地方轻划锄，距离越远划

锄深度应增加。而沙性土

壤浇水，要大小水结合，溜

几次小水以后适当来一次

大水，补充土壤深层的水

分，促进根系下扎。

沤根、伤根的缓解
一旦出现沤根现象，

管理上要注意及时划锄、

松土，增加土壤通透性，待

土壤稍干后，可用恶霉灵

水 剂 +生 根 剂 ，或 用 甲 霜

灵+甲壳素，冲施或灌根，

避免病原菌的侵染。

何芸

为什么说秋肥是金

牧草喂猪 限定“饭量”

天转寒 这样浇水不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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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扶贫消费扶贫

“今年的疫情让不少农民忧心忡忡，担心

粮食卖不了，打工没指望。我们公司及时出

手，从 2 月 19 日开始，敞开收购农民杂粮，仅

1个月的时间收购谷子 128万斤，其它杂粮 12
万斤，红枣 24万斤。从 3月 3日起，公司组织

杨家畔红枣基地、贺家塔红枣基地、芦山 红

枣基地全部开工，每天 50 多人在剪修枣树，

男工每天 150 元，女工 100 元，解决群众燃眉

之急。”山西晋绥农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沈艳勤说。

位于兴县的山西晋绥农林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是一个集干果经济林、粮食种植、管理和

粮食、红枣、核桃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省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怀着真扶贫、扶真贫的

一腔热情，企业多次响应政府的号召，收购农

民滞销的农产品，促进消费扶贫。通过订单

收购、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安排贫困劳力就

业和带动电商扶贫等多种方式扶贫帮困，助

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致富，成为当地贫困群

众心目中的爱心企业。

订单收购解民难

俗话说，救人须救急，施人须当厄。为帮

助农民解决农产品滞销的困难，2019 年，企

业在兴县蔡家会镇、圪 上乡、罗峪口镇、贺

家会乡、高家村镇、蔡家崖乡、赵家坪乡等 7
个镇的 62 个行政村发展有机绿色红枣和杂

粮基地 6.5 万亩，与 3215 户农民在年初签订

杂粮和红枣收购合同，其中贫困户 1328 户，

涉及贫困人口 3864 人。杂粮和红枣高于市

场价 0.1 元-0.2 元收购，合同标的达到 6800
万元。贫困户户均增收 3128 元，人均增收

1075 元。通过签订收购合同，让农民吃了

“定心丸”，瞬间愁眉舒展。2019 年，蔡家会

镇坡上村农民张讨奋公司与签订了种植 15
亩有机谷子的订单收购合同，公司收购价格

高于市场价 0.3 元/斤，他实际生产谷子 6869
斤，公司按照每斤 3.6 元的收购价格，使他种

植谷子的年收入达到 24728 元，家庭人均收

入 6182元，高标准实现了脱贫。

流转土地去民忧

近年来由于红枣价格下跌，不少农民想

外出打工，留守的老弱病残的农民无力管理

自己的枣树地，致使不少红枣地荒芜，成为

农民的心病。公司积极流转管护农民荒芜

的红枣地，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2019年公

司在兴县圪 上乡杨家畔村、贺家塔村、芦

山 村流转 298 户农户红枣地 6820 亩，付流

转费 34.1 万元，户均 1144 元，其中贫困户 73
户，户均收入 1354 元。流转后，公司按照有

机 红 枣 和 绿 色 红 枣 管 理 ，全 年 使 用 人 工

40921 个，支付工资 515.5 万元，雇佣当地农

民工 31233 人，其中贫困户参与管理的 123
人，人均年工资 21250 元。贺家塔村樊买元

夫妻二人，年收入达到 52140 元，芦山 村

高来勤年收入 43200 元，杨家畔村杨河喜年

收入 32450 元。公司在蔡家会镇团厂村流

转当年机修地 500 亩，搞渗水地膜穴播谷子

示范基地，支付流转费 25000 元，当年支付

人工工资 361200 元，其中支付团厂村 13 个

劳力 234000 元，人均 18000 元。6 名贫困户，

人均收入 14800元。

受托管护谋民利

对于一些无力管理自家红枣树，又不想

放弃辛辛苦苦栽种的红枣树的农民，公司采

取代农民托管的办法，二八分成。公司投入

人工等生产资料提质增效，生产出来的红

枣，企业得 80%，托管的农民得 20%，根据农

民意愿，公司还可以按每斤 1 元的价格回收

农民的红枣。按照这种办法，2019年我们共

托管圪 上乡贺家塔村、杨家畔村 23 户农

民 586 亩红枣地，共生产红枣 37.5 万斤，农

户获得红枣 75008 斤，户均 3261 元，其中贫

困户 9 户，户均 3624 元。在签订土地流转和

托管合同时，公司最大程度地让利农民。根

据国家政策，粮食种植补贴或地力补贴实行

谁种植谁受益，但公司把相关补贴全部让给

了农户，仅此一项流转和托管土地的 321 户

农 户 收 入 增 加 45.94 万 元 ，户 均 增 收 1431
元。在兴县圪 上乡杨家畔村实施 500 亩

“红枣提质增效”项目，项目总投 35 万元，项

目直接受益人为杨家畔村 62 户 318 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 29 户人口 63 人，预计户均

增收 3200元。

帮扶就业促民富

就业是民生之本，公司最大限度地帮助

困难群众解决就业。公司现有员工 68人中，

农民工占 42 人，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 24 人，

人均工资 43200 元，其中贫困劳力人均工资

35400元，通过解决贫困户就业，使 24个贫困

户稳定脱贫。加上流转土地使用的农民工和

贫困户，已经帮扶了 147 人就业脱贫。对于

想做电商销售农副产品的年轻人，但由于没

有生产许可证不能上网销售。公司及时伸出

援手，累计为 43 户电商提供了生产许可证，

帮助他们顺利开店销售。公司按成本价提供

产品，免费提供制作产品宣传图片，免费辅导

电商销售知识和代理发货，帮助带动不少贫

困户创业致富。蔡家会镇蔡家会村的贫困户

刘志红、罗峪口镇圪针洼的王旭邦夫妇、蔡家

崖乡蔡家崖村的温利荣都通过电商创业走上

致富道路。

“今年我们计划继续签订有机、绿色红

枣、杂粮订单 8万亩，较 2019年增加 1.5万亩；

新流转红枣地 1万亩，托管 2000亩；新安排当

地贫困劳力 10 人；利用政府的政策支持，在

红枣提质增效和土地流转方面帮助更多的农

民增收致富。”沈艳勤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

了山西晋绥农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扶贫帮

困的路上一如既往地倾注真情，为贫困群众

托起希望的明天。

爱心之光照亮群众脱贫路
——山西晋绥农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扶贫纪实

□ 实习记者 王卫斌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
员 刘瑞 乔冠中） 2020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收官之年。为全面打赢

脱贫攻坚战，近日，石楼县东瑞

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苏江

阴贝贝集团签订了消费扶贫大

单，通过发挥生产与销售的各

自优势，为石楼的消费扶贫和

脱贫攻坚再趟新路子。

走进石楼县灵泉镇塔子上

村的东瑞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的车间内，到处都是一片繁忙

的生产景象。该公司是当地一

家以小米、面粉、小杂粮等农产

品为主的加工企业，也是石楼

县农副产品助力消费扶贫的向

外推销定点加工公司。而江苏

江阴贝贝集团是一家拥有成熟

销售模式的大型贸易公司。

据了解，在脱贫攻坚以来，

该公司从 2018年以来，已经向外

销售了价值近千万元的当地农副

产品。目前该公司已经形成了多

条线下“公司＋公司”合作、线上

与各大平台共建的模式，面向全

国销售石楼农副产品。

除此之外，该公司还为石

楼县 900 余户贫困家庭提供了

就业岗位，让每户贫困家庭的

年收入提高了 500至 1500元。

石楼县东瑞农产品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赵东辉说，这两天，

我们正在加班加点的为江苏江阴

贝贝集团准备 4000单的黄金小

米。贫困户手中的小米已经提前

收购回来不少，通过线上、线下向

外销售，积极推进消费扶贫，为农

民增收，为脱贫助力。

文水县鼓励民营企业加入脱贫

攻坚，帮扶企业引导贫困户加入或联

合成立专业合作社，推行一个贫困户

配发合作社身股一份，每年保底分红

一次的“1+1+1”精准扶贫模式，先后

成立了牧荣、晋牧、牧隆、广牧、鑫牧、

牧晟、牧昌等 7 个扶贫养殖专业合作

社，对接 1000 户脱贫农户，解决了脱

贫攻坚的一大难题。

决胜脱贫攻坚是统揽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关乎建成全面小康胜利收官

的关键之战，民营企业作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参与扶贫

开发、进行项目投资以及市场观念引

入、供求信息提供，以及人力资源培育

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

用。迫切需要搭建工作平台、做好协

调服务、大力营造氛围，广泛动员民营

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引导和鼓励民营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踊跃参与“千

企帮万村”行动，争当脱贫攻坚的贡献

者、精准扶贫的实践者、社会风尚的引

领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加强引导，鼓励广大民营企业参

与扶贫攻坚。民营企业家中的一大部

分人来自农村，对农村、农民有更深入

的了解，对贫困群众有更深厚的感

情。要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参与

扶贫攻坚，充分调动其在决战脱贫攻

坚中的巨大潜力，引导选准扶贫投资

项目、提高运营效率。要加大对民营

企业参与扶贫工作的宣传力度，充分

传递民营企业家的正能量。

创新形式，注重发挥民营企业在

扶贫攻坚中的独特优势。要创新脱

贫攻坚各项机制，创新活动组织形

式、加大支持服务力度，通过产业带

动、公益捐赠、安置岗位等多种形式，

鼓励民营企业运用工业化手段和市

场化理念实施开发式扶贫，以实现扶

贫的长效机制，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

发展能力。

政策扶持，助推民营企业参与扶

贫攻坚。增加融资服务手段，从扶贫

再贷款、专项贴息贷款总额度中，划

拨一定比例，专项用于支持参与精准

扶贫的民营企业。进一步重视扶持

小微企业发展。小微企业是贫困群

众通过自主创业、脱贫致富的重要形

式，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壮大，是扶贫

开发的重要抓手。

组织协调，做好“万企帮万村”活

动。“万企帮万村”已经纳入国家十

大精准扶贫行动，要充分发挥企业人

才、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多

做、做实帮助和带动贫困户增收的工

作。产业扶贫，要注意研究贫困户的

参与机制、受益机制。在就业扶贫方

面，要在满足企业用工需求的同时，

多招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帮助他们

稳定脱贫。要及时总结“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行动的好经验、好做法，

推出一批帮扶先进典型，一批扶贫脱

贫的成功案例，适时开展先进表彰，

使参与行动、贡献突出的企业在社会

上受尊重，事业上有发展，贫困人口

得实惠，营造全民扶贫的社会氛围。

石楼县一企业签订消费扶贫大单
助力石楼消费扶贫再创新高

决胜脱贫攻坚 民企大有可为
□ 梁瑜

文水县南峪口村村民骑着满载大文水县南峪口村村民骑着满载大
葱的电动三轮车行走在田间路上葱的电动三轮车行走在田间路上

中阳县一村村民正在分拣花椒中阳县一村村民正在分拣花椒

庆丰收庆丰收 迎小康迎小康
————2020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

又到一年丰收时，沉甸甸的谷子、

红彤彤的花椒、黄澄澄的柿子……吕梁

山的田间地头、山峁沟梁一派丰收的

场景，农民们抢抓农时，打谷、晒粮，确

保颗粒归仓。 记者 刘亮亮 摄

中阳县下枣林乡上寺头村的村民正在院里打谷中阳县下枣林乡上寺头村的村民正在院里打谷

方山县峪口镇兴盛苑易地移民安置区方山县峪口镇兴盛苑易地移民安置区，，农民们正农民们正
在装新粮在装新粮文水县凤城镇的村民正在采摘柿子文水县凤城镇的村民正在采摘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