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连给手机充电的功夫都没有，拉玉米的车一趟接一

趟，多一车就多一笔收入，这段时间我就相当于在抢钱哩！”

张小红话音未落，催她接单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今年 40岁的张小红是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方山县麻

峪村的村民。麻峪村四面环山、土地贫瘠、资源匮乏，162户人

家中，贫困户就占了 105户。一个时期以来，张小红和丈夫李

军军靠种地、贩卖土豆为生，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麻峪村在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方山分公司的帮扶下，大力发展规模化种养植，产业扶贫效

益开始显现。张小红、李军军夫妇也在扶贫工作队的“张罗”

下，紧抓政策机遇，借着金融扶贫小额贷款的东风脱贫“翻了

身”。

“近来我每天只睡 5 个小时，多的时候一天能收购糯玉

米 150吨左右，每吨赚 50块，一天就是 7000多元，这不是‘抢

钱’是啥咧？这一抢还是三十四天，刨去开支能赚 20 来万

哩！”说到收入，张小红环顾了一下四周，压低了声音咧着嘴

笑道。

明年她和丈夫还准备建一个 1200 吨的糯玉米代购厂。

现在每天要跑好几个地方收购，还得记账、招呼客商……

她太忙，不得空。 刘亮亮 赵丽芳 摄影报道

张小红张小红““抢钱抢钱””记记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通讯员 郭俊宏） 全

国第七个“全国扶贫日”之际，交口县桃红坡镇开

展了脱贫户农产品展销活动，全镇领导干部在展

销现场变身“推销员”帮助脱贫户销售农产品。

活动现场，来自全镇各村各具特色的农产品

在这里集中展示销售，贫困户自产的香菇、蜂蜜、

沙棘膏、鸡蛋等土特产品琳琅满目。来自桃红坡

上益千村的脱贫户宋云亮带来了 300斤红薯，很快

抢售一空，他开心地合不拢嘴。交口县桃红坡镇

副镇长邢云廷表示：脱贫致富，产业先行。举办这

样的活动，目的就是帮助农民合作社和贫困户解

决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促进他们增收致富。

近年来，桃红坡镇坚持在“造血功能”上下功

夫，紧紧抓住区域优势，因村制宜，鼓励贫困户

大力发展家庭农业生产，同时开展农业丰产示

范推广种植，建设玉米种植基地 10 个共计 2500
亩，绿色谷子基地 6 个共计 3000 亩，完成绿色谷

子 QS 认证和坛索黄绿色谷子品牌建设，实现了

贫困户家家都有产业收入。在面对销售农产品

难的问题上，桃红坡镇镇村干部积极发动身边

的亲戚朋友帮助贫困户联系销售渠道，帮助贫

困户宣传农特产品。通过产业的推进，进一步

巩固了脱贫成果。

同时桃红坡镇还深入农村开展了街头义诊

活动，组织医护人员对农民发放宣传资料，免费

测血糖、量血压，进行健康咨询、讲解健康知识。

接下来，桃红坡镇还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形式，

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

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交口县桃红坡镇

助力脱贫献爱心 消费扶贫暖人心

消费扶贫消费扶贫

本报讯 在土地整理建设中，因周

边土地垫高，方山县大武镇杨家会村的

水源井形成了底洼地形，附近居民污水

排出后顺势流向水源井方向，尤其雨季

更是严重，周边泥水、污水混合流向水

源井，造成严重的水源污染，全村 487户

1624 口人的饮水安全受到了威胁。方

山县水利局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组

织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察，并制定了

具体可行的“补救”措施，投资 27 万元

对该水源井进行加高封闭处理，铺筑

混凝土硬化面层 200 余平方米，修建砖

砌围墙 160 余米，彻底解决了该村水源

污染问题，为老百姓的饮水安全提供

了极大保障。

农村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两不

愁、三保障”的一项重要指标，事关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是最基本的民生大

事。2016 年以来，方山县立足实际，因

地制宜，切实加强、大力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主要集中对老旧

蓄水池和管网老化的村庄进行新建、

维修和改造，持续改善农村饮水安全

质量。四年来，全县累计投资 2300 多

万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 82 处，惠及 85 个村，有 8.1 万名群众

从中受益，用上了水量、水质、供水保

障、用水方便四项指标全部达标的放

心水、幸福水。

（杨应平）

方山县8万群众受益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在糯玉米代购点，麻峪村的村民们将装满玉米的三轮车开到了地磅秤上。

无人机拍摄的方山县麻峪村一角。 过上好日子的张小红笑靥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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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西农民报》

地下害虫种类很多，主

要有蝼蛄、蛴螬、金针虫、地

老虎、根蛆、根土蝽、根蚜、

拟地甲、蟋蟀、白蚁等。地

下害虫咋防治？今天给大

家详细说说：

地下害虫类型

蝼蛄 俗名耕狗、拉拉

蛄、扒扒狗等，为不完全变

态，完成一世代需要三年左

右。以成虫或较大的若虫

在土穴内越冬，第二年 4-5
月开始活动，危害玉米和其

他作物的幼苗。

蛴螬 金龟甲的幼虫，

别名白土蚕、核桃虫等，成

虫称为金龟甲或金龟子，危

害多种植物和蔬菜。

金针虫 别称铁丝虫、

铁条虫、蛘虫等，是叩头虫

的幼虫，危害植物根部、茎

基，取食有机质。

地老虎 俗称地蚕、土

蚕等，种类很多，造成农作

物危害的有 10余种。

根蛆 为杂食性地下害

虫，主要为害玉米、薯类、豆

类、瓜类、十字花科蔬菜、菠

菜、葱、蒜等，常钻入种子或

幼苗茎里为害，或在根茎内

由 下 向 上 蛀 食 ，使 整 株 死

亡，造成缺苗断垄。

蟋蟀 别称蛐蛐、夜鸣

虫、灶鸡子等，是中国东北

地区、华北地区、长江下游

和华南地区的重要农业害

虫，破坏各种作物的根、茎、

叶、果实和种子，对幼苗的

损害特别严重。

根 蚜 根 蚜 的 种 类 很

多，棉根蚜主要危害棉花、

菜 豆 、蚕 豆 、香 豌 豆 、马 铃

薯、烟草、番茄、甘蓝、芜菁、

甜菜、小麦、燕麦、黑麦、黍

类等。

拟 地 甲 又 名 拟 步 行

虫、伪步甲等，幼虫又称砂

潜，成虫主要为害小麦、棉、

麻类、豆类、高粱、粟、花生、

苜蓿及果树幼苗等。

白蚁 食性很广，其营

养物质来源于植物，以植物

性纤维素及其制品为主食，

一般来说，白蚁对我国农作

物还不是重要的害虫，但是

对经济作物甘蔗来说危害

还是较为严重的，同时有些

白蚁会危害树木，破坏房屋

建筑、江河堤坝。

十法杀灭地下害虫

1、撒 施 药 土 ：每 亩 用

50%辛硫磷乳油 3公斤拌细

砂或细土 25-30 公斤，在根

旁开浅沟撒入药土，随即覆

土或结合锄地把药土施入，

可防地下害虫。

2、清洁田园：头茬作物

收 获 后 ，及 时 铲 除 田 间 杂

草，以减少害虫产卵和隐蔽

的场所。在作物出苗前或

地老虎 1-2 龄的幼虫盛发

期，及时铲净田间杂草，减

少幼虫早期食料。将杂草

深埋或运出田外沤肥，消除

产卵寄主。

3、药剂拌种：用辛硫磷

乳油 1000-1500 倍液拌种，

堆闷 3-4 小时，待种子八成

干 时 播 种 。 有 效 期 25- 28
天，可防治蝼蛄、蛴螬、金针

虫等地下害虫。

4、毒液灌根：在地下害

虫密度高的地块，可采用毒

液 灌 根 的 方 法 防 治 害 虫 。

如甜菜、玉米、花生等作物

在苗期受到地老虎为害时，

可用 40%甲基异柳磷 50-75
克，加水 50-75 公斤，在下

午 4 时开始灌苗根部，杀虫

率达 90%以上，兼治蛴螬和

金针虫。

5、毒草诱杀：将新鲜草

或菜切碎，用 50%辛硫磷乳

油 100 克，加水 2-2.5 公斤，

喷在 100公斤草上。

于傍晚分成小堆放置

田间，诱杀地老虎。用 1 米

左右长的新鲜杨树枝泡在

50倍的 40%氧化乐果液中，

10小时后取出，于晚间插入

春播作物地内，每亩 10-15
枝，诱杀金龟子效果较好。

6、灯诱杀：地老虎、金

龟子、蛴螬的成虫，对黑光

灯有强烈趋向性，根据各地

实 际 情 况 ，可 于 成 虫 盛 发

期 ，置 一 些 黑 光 灯 进 行 诱

杀。

7、毒饵诱杀：

①用炒香的麦麸、豆饼

诱杀蝼蛄。一般在傍晚无

雨天，在田间挖坑，施放毒

饵，次日清晨收拾被诱害虫

集中处理。

②放置“糖醋酒合剂”

盘（或盆）可诱杀地老虎的

成虫。

“糖醋酒合剂”的制作：

取糖 0.5 公斤、醋 1 公斤、白

酒 0.1 公斤、水 7.5 公斤，加

入 15-25 克晶体敌百虫，将

上述原料充分搅拌均匀后

置于盘中，在傍晚时放在田

间约 1 米高处，次日清晨将

药盘收回，可诱杀大量地老

虎成虫。

③将新菜籽饼 2.5公斤

搓散，放锅中炒香，把炒好

的菜籽饼盛在桶内，然后把

用温水化开的敌百虫倒入

桶内，闷 3-5 分钟，于傍晚

将毒饵分成若干小份散放

于移栽棉田的田中，第二天

清早就可见毒死的地老虎

虫体。

8、灌水灭虫：有条件的

地区，春播前农田浇灌后，

可使土壤的温度、湿度发生

变化，对地老虎、蛴螬等地

下害虫生存不利，可使其死

亡率在 90%以上。

9、地面施药：用敌杀死

作 常 规 农 药 新 法 治 地 老

虎。做法是：在傍晚收工后

用背负式喷雾器，按亩用 2
桶清水，每桶清水内加 2.5%
的敌杀死 8 毫升，配成 2000
倍药液，搅拌均匀，满地喷

洒。

各类地老虎幼虫出来

为 害 苗 棵 时 ，正 与 药 物 相

遇，胃毒、重熏、触杀几箭齐

发，药效可充分发挥，所有

地老虎幼虫全部中毒，效果

极佳。

10、人工捕捉：利用金

龟 子 的 假 死 进 行 扑 打 ，保

护 树 木 不 受 危 害 ，并 减 少

土中蛴螬发生。在地老虎

点 片 发 生 时 ，采 用 拨 土 捕

捉 ，有 一 定 效 果 。 对 蝼 蛄

也 可 进 行 人 工 捕 捉 ，减 轻

危害。

刘文斌

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十法帮你杀灭地下害虫

风口操作虽简单 大意也会惹祸端

据《山西农民报》

放风若做不到位，会导

致蔬菜裂果、皴皮、着色不

良等。建议：1.刚拉开大棚

时，棚内湿度大，露水重，二

氧化碳浓度高，有利于蔬菜

的光合作用，这时不要急于

放风。应在拉棚后 1 小时

左右再放风，这样不容易造

成裂果。 2.放风时应先开

小口，随着温度升高再逐渐

加大，以利于棚外二氧化碳

进入棚内，促进蔬菜的光合

作用，也不会造成棚内温湿

度 剧 烈 变 化 ，加 重 裂 果 发

生。3.下午关风时，建议先

将风口关闭一半，半小时到

一 个 小 时 后 再 完 全 关 闭 。

因为风口关闭后温度会有

一个上升的过程，容易导致

夜温过高，加大植株对叶片

制 造 有 机 物 质 的 呼 吸 消

耗。 4.连阴天气外界温度

较 低 时 ，大 棚 应 以 保 温 为

主，但不可因此不放风。如

果不放风，棚内湿度过大，

会为病害的侵染、传播提供

有利条件，弊端很多。

阴天放风时间应在中

午 12点至下午 2点，将通风

口 开 到 宽 10 厘 米 左 右 即

可，每次通风 10-15 分钟，

间隔 20-30 分钟放风一次，

连续放风 2-3 次即可起到

很好的降湿作用。 程珏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2020 年作为脱

贫攻坚决胜之年、收官之年，当前，脱贫攻坚

已进入决战收官的关键时刻。为进一步筑牢

脱贫攻坚基础，补齐短板和不足，确保如期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我市强化“交总

账”“军令状”意识，落实“四个不摘”重大要

求，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1916”年度行动计划和

“1+N”工作举措，着重利用本年度最后三个

月的时间，聚焦各项重点任务，全面吹响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冲锋号角。

聚焦产业就业，打好增收战。通过“六个

增收”，确保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

入不低于 5000 元。一是产业扶贫保增收。

努力克服疫情灾情影响，在帮助群众尽快恢

复生产的同时，发挥好“一保通”保险作用，确

保受灾群众收入不减。加大资金项目支持力

度，发挥好带贫益贫主体作用，为乡村振兴奠

定坚实产业基础。二是就业扶贫保增收。通

过帮助返乡回流人员再就业，千方百计稳岗

拓岗，规范和用好公益岗位，持续推进“人人

持证、技能社会”，以技能培训提升贫困群众

就业本领和工资性收入。三是消费扶贫保增

收。通过明确目标任务，强化政策支撑，强化

监督考核，扎实开展消费扶贫月“十大行动”，

精心组织“名优特”功能食品展销会，深化拓

展“五进九销”措施，千方百计拓宽扶贫产品

销路。四是生态扶贫保增收。持续推进生态

扶贫“五大工程”，加快秋季造林进度，确保

“三个 100 万亩”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强

化合作社带贫减贫成效考核，确保贫困社员

收入达到规定标准；积极拓展合作社经营范

围，确保贫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五是扶贫

小额信贷促增收，坚持风险防控与“应贷尽

贷”并重原则，确保小额信贷“贷得到、用得

好、还得上”。六是兜底保障保增收。全面落

实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临时救助等综合社会保障政策。

聚焦成色底色，打好收官战。围绕“脱贫

攻坚 1916 年度行动计划”和“1+N”政策举措

以及到村到户到人帮扶措施，对照贫困户退

出 5 项指标，完成“两不愁三保障”和收入核

算，完善村户档案资料，严格履行好退出程

序。用好“一码清”扶贫管理平台，落实“一户

一案”，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强化易地搬迁

后续扶持，完成减贫防贫任务。聚焦“三落

实”“三保障”“三精准”以及重大政策、重点项

目、重要机制，加大排查力度，及时查漏补缺、

查短补齐、查弱补强，完成“3+1保障”动态清

零，完成好扶贫资金工程项目，扶贫资产管

理，坚决做到户户达标、村村提升、县县清零。

聚焦“国考”“省考”，打好考核战。面对

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我市坚决落实好今

年工作和五年工作捆绑考核；党委政府责任

和部门责任捆绑考核；脱贫攻坚和克服疫情

灾情捆绑考核的新要求，重点做好脱贫攻坚

责任书完成、“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突出问题

解决、挂牌督战、稳岗就业、规范公益岗位、扶

贫小额信贷、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问题整改、

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等方面工作。

面对省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市级行业扶贫

专项考核，将对标对表，倒排工期、压茬推进，

全面梳理年度重点任务和 5 年工作情况，确

保高质量交好脱贫攻坚答卷。

聚焦民情舆情，打好宣传战。全面系统

总结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策措施、扶贫成

效、特色做法、典型案例、经验启示，形成一

批高质量的成果，通过“10.17 全国扶贫日”、

“我所经历的脱贫攻坚故事”“讲脱贫故事、

晒幸福账单”“感恩新时代、奋进你我他”等

栏目，全方位展示我市在脱贫攻坚好的经验

做法和成就，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的

脱贫攻坚宣传格局。同时全面加强涉贫信

访事项处理及网络舆情监测处置，严格按照

“三到位一处理”的总要求，解决好涉贫领域

群众反映诉求。

聚焦主责全责，打好作风战。一是压实攻

坚责任。全市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将脱贫

攻坚各项目标任务亲自抓在手上，用好挂牌督

战、督查通报等手段，通过落实专项扶贫“双组

长”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查漏补缺，

不留死角盲区，确保交好总账。二是压实帮扶

责任。严格落实“两包三到”“一村一队、一队

三人”“驻村帮扶六大行动”“五天四夜”等工作

要求，以户为基深化“十个清零”行动。三是提

升攻坚能力。通过分级分类开展针对性培训，

扶贫系统干部具备当好党委和政府参谋助手，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落实专项扶贫任务的能

力；行业扶贫干部具备履行好行业扶贫职责，

推进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能力；帮扶干部培训

具备掌握扶贫政策举措，运用好精准帮扶方式

方法的能力；贫困村干部具备落实脱贫政策举

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工作能力。四是锤炼

过硬作风。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深化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巩固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专项整治，为全市脱贫攻坚决战完胜

提供坚强纪律保证。贯彻落实好贫困县约束

机制，坚决反对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和

“政绩工程”。改进工作方式方法，从提高调查

研究实效，力戒搞形式、走过场，不给基层增加

负担；关心关爱扶贫干部，提振脱贫攻坚的“士

气”，着力打造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干部队

伍，慎终如始、全力冲刺，高质量夺取脱贫攻坚

全面胜利。

我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打好打赢收官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