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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羊肉销售高峰，

当前怎样加紧肉羊育肥为冬

季出售做准备就显得尤为重

要。因此，养羊户应抓紧做

好放牧工作，同时对羊驱虫

防病，这样才能养肥膘。

科学放牧
科学放牧是当前催肥山

羊的主要环节，必须让山羊一

天三顿都吃饱，尤其是下午，

要让山羊吃饱过夜。放牧要

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每天

多放几次。遇到较热天气应

在树林中放牧，没有树林的地

方在中午强阳光过后放牧，这

样山羊才能吃得饱。放牧时

应控制羊的采食量，不要让羊

猛吃红薯秧、青豆角、野高粱、

玉米苗等，防止拉稀导致掉

膘，甚至死亡。另外，避免到

有毒草和喷施过农药的地块

牧羊，到低洼地区或河床上放

牧，谨防水草中带有囊蚴，羊

吃后会得肝蛭虫病。不要让

羊在潮湿泥泞的地方吃草和

休息，否则会引发风湿病。切

忌让羊饮用死塘、排灌沟中不

清洁的水。

驱虫防疫
养殖户根据山羊不同

传染病的特点及本地区发病

和流行病的规律制定切实可

行的防疫措施，尤其要做好

山羊口蹄疫和羊痘等疫病的

防治工作。驱虫时应在兽医

的正确指导下用药，并准备

好药物过敏的急救措施，以免

造成意外损失。每晚补饲精

料，预混料是首选，应选择大

厂家大品牌的预混料，育肥效

果加倍。

治病复膘
晚秋之后，山羊容易得

感冒、肚子胀气等病，如不

及时根治，就会延缓山羊的

生长。

治疗羊病的方法：1、山

羊感冒。将两个去皮的大萝

卜捣烂，用纱布包住挤汁，再

用 0.5升的开水冲萝卜汁，加

适量的食盐拌匀，晾温后 1
次给羊灌服，服药后 1-2 小

时见效，两天即可治愈。2、
山羊消化不良。取烧柴草灶

膛内的黄土 300-500 克，红

糖 150-200 克，加水 1.5 升，

煎后除渣取药汁，晾温后灌

服，1 日 2 次，服药 3-4 次即

愈。3、山羊肚子胀气。取烟

梗 500克，加清水 1升，放入

锅内煮沸 15分钟，待晾温后

过滤取汁，1 天 1 剂，分 3 次

灌服，每次间隔 2 小时，1-2
天可治愈。 陈潜

肉羊快速育肥
为羊肉热卖做准备

专家解答：鸡、猪饲料不

能饲喂牛羊。在我国，由于长

期以来知名厂家多以加工

鸡、猪的饲料为主，牛羊饲料

的开发应用相对滞后，品牌

较少，农户牛羊喂饲料多以

自配为主，普遍采用育肥猪、

肉鸡饲料饲喂，造成了一定

损失。牛羊之所以不能使用

鸡、猪饲料的主要原因是：

一、鸡、猪饲料中添加

有大量抗生素，牛羊长期饲

喂后会破坏瘤胃内有益微

生物和纤毛虫，影响瘤胃微

生物发酵，进而影响反刍动

物对非蛋白氮的吸收利用。

二、鸡、猪饲料中添加

有大量未被保护的脂肪，饲

喂以后会使牛羊采食量和

纤维素消化率下降，引起胀

气、胃膨胀。

三、鸡、猪饲料中往往

添加大量的动物源性饲料，

为彻底切断疯牛病的传播

途径，防止疯牛病在我国境

内发生，因此禁止使用。

四、牛羊饲料中添加大

量的瘤胃调控剂、瘤胃缓冲

剂，而鸡、猪饲料中这些成

分则没有，长期使用会导致

瘤胃酸度过高，影响牛羊的

食欲，影响生长。

总 之 ，如 果 长 期 饲 喂

猪、鸡饲料有可能会造成慢

性中毒，羊腿软、不能站立、

不拉架子、胃消化不良、后

期生长速度慢，牛吃后烦躁

不安、跳栏。 李秉诚

鸡、猪饲料能饲喂牛羊吗

农 业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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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柳林县教

育科技局干部曹晓燕深入扶贫帮扶

点，通过对贫困户的帮扶关爱做示

范、引路子，办好扶贫实事，实现致

富目标，有效激发了贫困户的脱贫

勇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事 情 得 从 2016 年 开 始 说 起 。

那年，单位安排曹晓燕为柳林县石

西乡马家山村马三儿的帮扶责任

人，马家山村是坐落在黄河东岸与

三川河下游交汇处的一个小山村，

村里人不多，地也少，经济落后，文

化贫乏，以致马三儿与村里的许多

人一样，多年来在贫困线上徘徊。

曹晓燕怀着感恩社会、回报山

区的良知和热情，着手对马三儿全

家开始了帮扶关爱行动。刚进村那

年，马三儿 48岁，少知识缺技术，但

勤恳憨厚、头脑灵活。他全家四口

人，老母亲还在世，老岳父又年高，

两个孩子正在上学，拖累大，收入

少，生活窘困，日子艰辛。妻子薛杨

花 38岁，人精干、明事理，可因家务

重，没时间外出打工。平时既要照

应时年 17岁、在柳林县职业中学高

三读书的大儿子马国忠，又要照应

时年 12岁、在柳林县贺昌中学初一

读书的二儿子马文忠，还有婆家老

父亲、娘家老母亲也需照料。经过

入户调查交流，找到症结，曹晓燕因

家施策，开展从长计议采取“扶技

术、扶文化”的软措施，从眼前着想

采取“促上岗、促挣钱”的硬措施，力

求保生活、保上学、保渡关。曹晓燕以春夏秋冬四

季为时间节点，以送政策、送技术为扶贫切入点，

注重引导，注重实效，终于迎来收获。马三儿全家

不仅收入年年增加，生活节节提高，而且培育了致

富后劲，有了脱贫不返贫、年年有进步的潜力。

这两年，每年曹晓燕都要把党和政府的扶贫

方案、扶贫政策、脱贫案例送到门上，使马三儿及

其全家心里亮起一盏脱贫致富的长明灯。给马家

两个儿子赠书送文具，鼓励他们树立目标、刻苦学

习，马家大儿子马国忠 2017 年高中毕业后，考入

青岛大专学校培训，学习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技

术，获得由青岛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发证的维修

电工中级证书，二儿子马文忠去年初中毕业后，考

入山西省工业与信息技术学校，学习计算机应用

与维修专业。鼓励薛杨花抽空学习饭店业务。前

年起，马家大儿子毕业就业、二儿子考入中职学

校、两个老人先后病故后，薛杨花有了精力，在柳

林县城十八米街饭店打工。

自从帮扶入户后，马三儿全家收入年年递

增。2016年达 32138元、人均 8034.5元；2017年达

40880元、人均 10220元；2018年达 42966元、人均

10741.5 元；2019 年达 49566 元、人均 12391.5 元。

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由于曹晓燕帮助给其二

儿子申请了“雨露计划”，可获补助 3000 元，再加

疫情缓解复工后，马三儿及时到离石北城“新城壹

号”工地打工，薛杨花又继续在饭店干活，年内增

收有了条件，家庭生活有了保障。

通过一系列扶贫的实践，曹晓燕深刻感悟到：

就事论事抓扶贫，单靠政策补贴，只能解决燃眉之

急，但培养不了造血功能，还会有返贫的可能。引

导子女用心读书、及时参训，才能增加贫困户翻身

的后劲。曹晓燕将之归纳为一句话：抓住牛鼻子

真扶贫。

曹
晓
燕
：
牵
住
牛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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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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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脱贫故事脱贫故事

□ 本报记者 梁瑜

深秋时节，硕果累累。方山县峪口镇安

上村辣椒种植基地里一串串红通通的辣椒挂

满枝头，呈现出一幅幅喜人的景象。11 月 4
日，种植户赵凤梅一家吃完早饭，把碗一推，

就匆匆忙忙地往地里赶，她一边走一边和记

者说：“辣椒已经进入采摘期，今天上午 10点

技术员在村里的辣椒种植基地讲解采摘辣椒

的注意事项。”

记者来到基地时，看见技术员已经蹲在

辣椒苗旁，被种植户围了一圈，一名技术员

指着辣椒苗说：“大家注意了，你看你的这辣

椒，红彤彤的、胖乎乎的，长得挺好啊！像这

种辣椒就算是上等品种，这样一株至少采摘

1 斤，正常采摘应该在 1 斤 2 两左右，就是按

1 斤算亩产也能达到 5000 斤左右。但大家

切记在采摘的时候要握住这个把采摘，往下

一拽，轻轻地就拽下来了，这种卖的时候就

能卖好价钱，不敢采摘时就把这个帽采摘掉

了，这就不好了，会脱水分的，价钱也就上不

去了。”

赵凤梅一家听完技术员讲解后开始忙碌

起来，她两手抓着红红的辣椒告诉笔者，“这

1 亩地，以前主要是种玉米。今年通过村委

推广，种植了‘朵朵红’辣椒，根据技术员的

测算大约能采摘 5000 多斤，纯利润能达到

3000 元 左 右 。 以 前 种 玉 米 就 是 能 产 2000
斤，纯利润也就是 1000 多元，种辣椒比种玉

米强的多了。明年准备扩大规模，多种几亩

多赚钱。”

像赵凤梅这样今年试种红辣椒的农户

在 峪 口 镇 有 10 多 户 。 红 辣 椒 产 业 种 植 是

今年峪口镇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充分利用

当地有利种植条件、气候优势，引进山西荔

红 辣 椒 产 业 有 限 公 司 发 展 的 一 项 富 民 产

业。

“今年，公司在花家坡村集中连片推广

试验了 50 亩辣椒，并与周边村 10 余户农户

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模式发

展了 20 多亩订单辣椒，从技术、种植、收

购 实 行 一 条 龙 服 务 。 目 前 市 场 价 每 斤 1.5
元，公司保底价是 1.2 元，公司将最大化地

保护种植户的利益。”山西荔红辣椒产业有

限公司推广负责人张泽锋说，“明年计划扩

展 到 3000--5000 亩 ， 在 峪 口 镇 建 立 加 工

厂，打造种植、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经济

产业链，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和种植户发家

致富。”

据了解，此次试验种植的品种为“朵朵

红”辣椒，这种辣椒从气候、土壤、海拔等条件

都适宜在北方山地种植。峪口镇昼夜温差较

大，土壤没有被任何残留物所破坏，地质均

衡，非常适宜种植。

如今，试种的“朵朵红”辣椒挂满枝头，种

植户们正在田间忙的采摘，一派丰收的喜人

景象，辣椒产业已逐渐成为当地老百姓创收

增收的脱贫产业。

红辣椒红辣椒映红致富路

□ 本报记者 张文慧 通讯员 肖继旺

近年来我市着力发展现代农业，采取

多种手段不断推动农业产业上档升级，一

大批农产品诸如兴县“大明”绿豆，汾阳“汾

州香”小米、孝义“九州香”豆制品、岚县土

豆、汾州核桃等逐步走出家门，走出国门，

成为我市品牌发展雄师中的领军代表。

我市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地区之一，

传统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农业基础薄

弱。市委、市政府制定实施农业产业化规

划，重点发展特色产业，狠抓市场和龙头企

业建设，为吕梁发展现代农业奠定了坚实

基础。

但是，不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反映，在

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现

代农业中仍面临着诸多难题：新技术推广

应用到位率较低，经费严重短缺。多年来

由于缺乏经费，单位安排下乡进行农业技

术推广指导越来越少。地方财政只保基本

工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下乡所需交通费、

生活补助费无法解决，形成了“养得起兵，

打不起仗”的状况。其次是由于户均耕地

少，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种田由留守老人

和妇女承担，他们文化低，缺乏学习及应用

新技术的能力和主动性。

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较低。一是

农户基本上仍以个户经营为主，生产效率

难以提高。全市农民合作社累计达 5098

家，加入合作社农户 8.75万户，但能发挥作

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占 10%左右。农民

合作社的运行还不够规范，除省市县三级

示范社相对较好外，很多农民合作社财务

管理制度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缺失，还有

部分属于空壳子和虚架子的合作社。二是

缺乏规模效益。合法的土地流转尚未普遍

展开，个户仅有的几亩耕地，一般都连不成

一片，而依土地的远近与肥沃程度不同，分

布在不同区域，还是靠人工作业，劳动生产

率较低。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我市发展现代

农业，必须科学考量、八仙施策，对症下

药。要强化政策支撑，提高新技术推广应

用到位率。切实保障县、乡农业技术推广

经费的落实。加大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力

度，尽量给他们提供学习、实践和锻炼的机

会，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乡级农业

技术推广机构建设。

调整产业结构，通过规模化种植提高

生产效率。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农村

劳动力转移力度，使农村劳力向二、三产业

转移，并自愿将土地流转；应切实解决好失

地农民的就业、医保、养老等问题，加大对

农村土地经营大户的扶持力度，保障土地

规模化经营后，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土

地产出率。

狠 抓 农 业 产 业 化 发 展 ，增 加 农 民 收

入。稳定农民收入，应在发展农业产业化

上下功夫，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继续强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核桃、红枣、杂

粮、蔬菜、食用菌等 8 大产业，抓好市场建

设和龙头企业两个关键环节，加速农业产

业化发展和扶持农民增收致富。

王瑞虎老人因老伴多病，儿子儿媳有残障，患有脑梗且腿脚不

便的他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近日，文水县学

雷锋小贾爱心接力团 8 名志愿者来到距离县城 20 多公里的下曲镇

永乐村，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王瑞虎老人收获 2 亩成熟的玉米并运

回家里。 冯增清 摄

靶向施策发展现代农业
□ 梁 瑜

在田间收获玉米在田间收获玉米

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

图为种植户在田间采摘辣椒图为种植户在田间采摘辣椒。。 肖继旺肖继旺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罗丽
通讯员 郭彩莲 王晓勤）
11月 11日，全市交通综合运

输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

对 2020 年 1—10 月 份 全 市

综合运输及安全工作进行了

总结，并就下一步目标任务

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交通强国

建设上来，扎实做好“六稳”

工 作 ，全 面 落 实“ 六 保 ”任

务，确保按时完成年初目标

任务。要加大交通运输行

业安全监管力度，积极开展

隐患排查专项治理行动，确

保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安全

生产无事故。要坚持问题

导向，深化源头治理、系统

治理和综合治理，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做

到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不放松，整治工作不达目的

不放松，切实提高安全生产

治理能力。要严格对照全

年工作目标任务，梳理、查

找存在的差距和问题，查缺

补漏，形成合力，采取超常

规措施坚决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要结合交通强国战

略目标，科学研究、超前谋

划，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和“零事故”创建

工作，为“十四五”工作谋好

局，开好头，为推动吕梁交

通运输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全市交通综合运输工作
推进会议召开

张建国尉文龙郝金光等出席山西吕梁特色
茶饮研讨会暨阳府井枣芽茶推介发布会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11月 15日，山西吕梁特色茶

饮研讨会暨阳府井枣芽茶推

介发布会在京举行。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临县县委书

记张建国，吕梁市一级巡视

员、市药茶产业领导小组组

长尉文龙，市政协副主席、市

工商联主席郝金光，民政部

原副部长陈虹等出席。

张建国在致辞中说，阳

府井枣芽茶是一种商品、一

个品牌，更是一种文化、一种

精神，是吕梁山枣区人民奉

献给世界的又一份好礼物。

随着“康养山西、夏养山西”

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山西倾

力打造“山西药茶”为全国第

七大茶系，阳府井枣芽茶必

将大有可为。

尉文龙说，阳府井枣芽

茶的研发上市，不仅给吕梁

红枣经济林产业再振兴带来

新的契机和希望，也为吕梁

农业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提

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思路。

真诚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吕

梁药茶产业发展把脉问诊、

振臂高呼，同时也希望茗

茶叶公司珍惜机遇、高歌猛

进，努力发展成为产业龙头

和行业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