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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一格

经济总量和发展质量大幅跃升；发

展动力活力持续增强；生态建设走在全

省前列；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提高；市域治

理彰显吕梁特色；良好政治生态持续巩

固 。 建 设 绿 色 发 展 、生 态 宜 居 、城 乡 靓

丽、人文和美、富裕安康、气正风清的美

丽幸福吕梁。

吕梁市今后五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什么？

文明城市每日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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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抗日战争结束已经整整 76年了，战争硝

烟早已散去，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却没有

因岁月远去而淡化，而位于吕梁市兴县的甄

家庄村，村子里的老人对抗战的记忆尤为深

刻。这里曾发生过一起著名的反击日伪军

“扫荡”的战斗——甄家庄战斗。

追寻红色记忆 重温革命历史

1943 年 9 月，日军以 2 个旅对晋西北抗

日根据地进行“扫荡”。26 日，其第 69 师团

第 85 大队分两路合击兴县城八路军晋绥军

区机关，27 日晚侵占兴县空城。10 月 5 日，

日军经赵家川口向康宁镇方向撤退，晋绥军

区集中 6 个多团，先后于小善畔、花子村、甄

家庄连续组织围攻，战至 11 日拂晓，共歼日

军 700 余人、俘伪军 100 余人，缴获枪 200 余

支、子弹 3 万余发。创造了用步枪歼灭陆空

军配合之敌的战例，粉碎了侵华日军“扫荡”

的战斗计划。

记者在甄家庄采访时，见到了亲历这场

战斗的王侯润老人，听他讲述了抗战时期刻

骨铭心的事件。甄家庄战斗发生之时，敌军

的突然袭击打破了这座小村子的宁静，村民

们听到消息，慌乱之间四处躲藏，有的躲在

田里，有的躲在沟渠中。王侯润的母亲，带

着他们兄弟几人仓促地躲在了平时村民都

不怎么去的山沟沟里。

王侯润告诉记者：“枪声啪啪啪打，就和

在耳边一样，还有飞机在那丢炮弹，轰的一

声炸开，太吓人了。我们兄弟几个都不大，

躲在母亲身边瑟瑟发抖，我最小，才四五岁

的样子，害怕的想哭，被我母亲一下把嘴巴

捂住，就怕声音吸引了敌人。”直至战斗结

束，民兵队在村子周围寻找躲藏起来的村

民，王侯润的母亲这才敢露了露头，先出来

走了一遍，发现确实没有危险了才带上他

们兄弟几人准备回家。王侯润老人讲到：

“我母亲当时带着我们都不敢直接回家，就

怕再遇到敌人，都是妇孺儿童的怎么能敌

得过，只能绕啊绕，从另外一个梁上绕了好

远的路才敢往家的方向去。”等村民们都回

到村子里攒点人口时发现少了两个人，事

后 传 来 消 息 ，这 两 个 人 已 经 惨 遭 敌 人 毒

手。“现在想想这些鬼子太可恨了！”讲到

这，王侯润老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抗日战争胜利 76 年后的今天，王侯润

老人想起这段记忆依然历历在目。“现在我

们的国家强大了呀，日子也过得越来越舒

坦。”

传承红色精神 建设美丽乡村

记者在村子里采访时，遇到了农闲的村

民，说起以前和现在的日子，村民们打开了

话匣子：“以前，我们村里吃水、用电不方便，

不像现在，用水用电方便的很！”“以前觉得

能看上有线电视也是厉害的不得了，看看现

在，都是网络电视，购物也可以不出门直接

网购。”

甄家庄村书记甄建忠介绍道：“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村民们积极性很高，2018年，

村里建起了香菇养殖基地，一乡一园区，一

个菌棒的价格可以卖到 3 块多，一斤成品香

菇可以卖到五块多，收益还是不错的。香

菇产量高了，外销也要跟上，厂子里有单独

的装箱发货的工人，每天计件劳动，平均下

来每人每天也有近百元的收入。”“除了这

个香菇养殖，村子里人均都有土地可以种

植，我们这里盛产玉米、高粱、谷子等，就单

说玉米，亩产量就能达一千斤左右。”说到

这，甄建忠指了指村外笔直的乡村公路自

豪地说：“2007 年的时候，政府专门拓宽了

这条公路，在这之前这条路又窄又破，高低

不平，村民们只能步行，这路修好后，我们

村的各色农产品不愁卖了，都是走这条路

运输出去的，也有外地的人专门到我们这

里来上门收购。”“除了农作物，村子里还有

四五户搞牛羊养殖的，人均也有七八千的

收入。”

环顾甄家庄村，四周的山正好把这个村

子围在中间形成一个“凹”字形，森林全覆

盖，北方的冬季干燥，稍有不慎很容易引发

山火，村子里还配备了专门的田间管理员、

防火员、护林员，在保障安全的同时，也解决

了一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就业问题，贫困

户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化解了返贫的风险，

日子更有奔头了。

记者在村子里走访时发现，甄家庄村随处

可见太阳能发电板。甄建忠介绍：“这片一共

安装了 3000多兆太阳能发电板，所产电量并

入大网直接计算收益，一个季度差不多可以收

益三万多元，这笔钱都用于村集体的运营，专

款专用，谁家要是有什么突发困难，村集体就

能直接帮助，给乡亲们更多保障。”

现在的甄家庄村，村民们日子越过越

甜，接下来，就想办法让村民们生活的越来

越美。下一步，甄家庄村将紧跟文明城市建

设的脚步，开展“六乱”整治，清理村子里的

卫生死角，每天专人维护村容村貌，由党员

带头，真正做到环境整治到实处，让群众的

幸福感越来越强。

红土地上乡村兴
——来自兴县甄家庄村的报道

本报讯 （记者 惠爱宏
通讯员 任珊珊） 近日，石楼

县税务局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组织税务干部通过多

种形式开展了“宪法入企 税

惠同行”主题宣传活动，进一

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取得良好效果。

一 是 宪 法 宣 传 、税 惠 同

行。12 月 3 日上午九点，税务

干部一行十一人首先前往石

楼县晋西影院开展宪法及税

费优惠政策宣传活动。活动

期间，税务干部耐心细致地为

群众讲解宪法知识、各项税费

优惠政策、纳税人的权利及义

务等与纳税人息息相关的政

策，真正做到了“我为群众办

实事”。

二 是 干 部 入 企 、政 策 宣

传。晋西影院活动现场宣传

结束后，税务干部又先后进入

了山西地方电力有限公司石

楼分公司、石楼县速达电梯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入户宣

传，与纳税人面对面，切实地

了解纳税人在税费申报等工

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通过

深入了解，更有利于后期为纳

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税务

干部耐心细致地为企业职工

讲解近期出台的各项减税降

费政策，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等。

三是晋享税惠、量身定制。为了更好地宣

传推广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近期上线推

广的“晋享税惠”智能管家系统，税务干部耐心

细致地为纳税人讲解该系统的使用方法，纳税

人所能获得的便利，帮助纳税人更快捷的获取

为自身“量身打造”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宪法入企、税惠同行”主题宣传活动，让

税务干部与群众、与纳税人真正地做到了面对

面，让税收优惠政策深入人心、让企业真正感

受到减税降费带来的税收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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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

一、部分地块秸秆还田

质量差，没有充分粉碎，加

上 抛 洒 不 均 匀 ，有 的 地 方

多，有的地方少，若麦苗的

根扎在秸秆上，就不利于小

麦的生长，造成根弱、苗细，

麦苗死亡。

二、部分地块土壤松暄，

播后没有镇压或镇压不实，

种子不能与土壤紧密接触，

麦苗出土后，根系跑风漏气，

造成苗弱或麦苗死亡。

三、部分地块播种过深

（播前不镇压，容易造成播

种 过 深 ），播 深 达 到 6-
10cm，麦苗在出苗过程中，

消耗过多养分，致使麦苗出

土后苗弱，抗冻、抗病、抗虫

能力弱，致使麦苗死亡。

四、遭遇气温骤降，此时

的麦苗生长旺盛，叶嫩多汁，

抗冻能力差，造成冻害，目前

表 现 为 部 分 叶 片 干 枯 、死

亡。深播弱苗、土壤松暄、镇

压不实的地块死亡较重。

五 、部 分 地 块 湿 度 太

大，土壤透气性差，影响麦

苗生长，造成苗黄、苗弱，甚

至死亡。

六、上茬玉米生长期间，

部分地块除草剂喷施过晚、

重喷或喷施药量过大、浓度

过高，造成除草剂残留，产生

药害，致使根系发黑、腐烂，

心叶弯曲，发生死亡。

七、红蜘蛛危害致使麦

苗叶片发白、失绿，麦苗生

长受到影响。

应对措施

一是对于发生旱情、秸

秆还田质量差或土壤松暄

镇压不实的地块，要抓紧浇

水，将土壤充分沉实，恢复

小麦生长，避免冬季遭受更

严重的冻害，苗弱的地块浇

水前可施用尿素每亩 10 公

斤，以促进麦苗生长、分蘖。

没有水浇条件的地块，要

镇压，将土壤压实，使麦苗根系

与土壤密切接触，增强小麦抗

冻能力，要注意镇压效果。

二是对于发生除草剂

药害的要喷施芸薹素内酯

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恢复麦

苗生长；对于红蜘蛛可以喷

施阿维菌素或哒螨灵等杀

螨药剂。 张瑛

小麦出苗后枯死咋回事

□ 石艳芳

“咱没啥本事，日子越过越好靠得是党

的好政策，凭得是自己的勤快。”

说话的人是方山县大武镇店坪村的普

通农民石明亮。

12 月 1 日一大早，在方山县店坪村见

到石明亮时，他正忙着打电话联系车辆。

“这是客户前天订的 30 吨核桃，明天

必须把货送到人家手中。”石明亮说：“预付

款提前一礼拜就打给我了，今天必须把客

户订购的货物发走。”

现年 56 岁的石明亮 8 年前还是吃着

“低保”的困难户，如今，他曾经破碎的家庭

再度完整，儿女成家立业，妻子操持家务，

他则忙着收购粮食，日子简单又幸福。提

起现在的美好生活，石明亮不禁感慨道：

“我真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几年前，石明亮一家因接连不断发生

的疾病而导致生活贫困。2012年，他双腿

罹患静脉曲张病，致使两条腿当时失去行

动能力，“疼起来的时候真要命”，至今他

对腿疾发作时候的症状记忆犹新。后来，

虽然通过手术治疗，他逐步恢复了行走能

力，却落下病根，吃上了“低保”。

屋漏偏逢连阴雨，2013 年正月，他的

结发妻子被查出患有恶性脑肿瘤，在太原

和北京两次做了切除治疗手术，不仅花光

了所有积蓄，还欠了近 20万元的外债。即

便如此，两年后，妻子还是撒手人寰了。

生活还得继续。面对巨额债务、七十

多岁的双亲、不完整的家庭，骨子里不服输

的劲头让他最终选择了振作：“光靠政府的

这一点救济是不行的，还要自食其力，努力

过好日子。”

依托当地农业种植优势，石明亮用从

信用社贷来的 5 万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开

始尝试收购农产品。

春天他主要收购玉米、小杂粮，秋天则

收购核桃，按照季节的交替，以及不断变化

的市场需求和价格进行购销，小买卖居然

越做越顺当，外债还清了，日子越过越红

火。

石明亮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凭借收

购积累的一点经验和近年的积蓄，决定把

生意做得再大些。2019年春天，他对原有

的一间房子和一块土地进行了大改造，修

建了一个约 200 多平方米的大仓库，扩大

了收购规模。在此基础上，每到冬闲时节，

他还组织部分村民，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

深加工，提高其附加值。随着规模越来越

大，收入也渐长，2020 年他家年纯收入已

经达到 6万元，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讲信用是石明亮始终坚持的生意经。

他走南闯北，省内省外到处调货，虽然资金

周转上会出现一点困难，但凭着自己的信

用度，无论是外地的老板，还是当地的种植

户，都非常信任他，愿意和他达成固定合作

伙伴。

“我通过微信、抖音和快手获得了很多

信息，不仅有国家惠农、惠民的好政策，也

有农产品需求情况和价格变化，根本不愁

农产品卖不出去。”石明亮美滋滋地说。

一有闲暇时间，石明亮就会带着家人

去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而忙碌时候的苦

和累，都被越来越好的日子冲淡，生活过得

比蜜甜。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筹集更多

资金，扩大收购规模，再购买一个专门设备

对农产品进行专业化深加工。我还要在城

里买套房子，过上城市人的生活......”谈到

心愿，石明亮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石明亮：昔日低保户 今朝忙致富

图为活动现场图为活动现场。。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酒为基、以旅为

纲、酒旅融合、多元发展”，着力打造以白酒

为主导，集白酒生产、储存销售、包装彩印、

饲料加工、基地种植、仓储物流、文化旅游

等相关产业为一体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瞄

定“打造十里酒城，建设酒都吕梁”目标，持

续做大白酒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努力

再现“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意画卷。

记者 刘亮亮 摄

地膜紧贴茎基部，死棵严重
地膜覆盖时切记不要

紧靠在蔬菜茎秆上。

建议：尽量不要用刀片

割地膜，而要用手指去抠地

膜，保证口子较大，不会弥

合，一般在直径 5-8 厘米为

宜。高温阶段，把地膜两边

卷起，防止地温偏高；温度

下降时，再把地膜拽开，用

嫁接夹将相邻两幅地膜夹

起，使地膜不接触茎秆。

贴地覆盖地膜，影响根
系生长

很多菜农在覆盖地膜

时，都是直接把地膜全棚贴

地覆盖，种植行浇水时会压

迫地膜，严重影响了土壤的

透气性，使蔬菜根系呼吸作

用 受 阻 ，造 成 根 部 发 育 不

良。

建议：其实种植行最好

用钢丝或竹竿将地膜撑起

来，每隔 50 厘米一个，从南

往北把地膜覆盖在撑杆上，

这样可以实现膜下浇水，既

提高了土壤透气性，又使得

湿气难以往外挥发，降低了

棚内湿度。

蔬菜地膜覆盖过早，不
利于根系深扎

建议：在棚室蔬菜栽培

中，覆盖地膜时间的早晚要

根据具体的气候条件来确

定。如秋茬黄瓜在定植后，

外界温度较高，若立即覆地

膜 ，一 方 面 因 地 膜 增 温 过

高，容易出现闷根；另一方

面覆地膜后，在地表层形成

湿润环境，不利于根系下扎

生长，可能导致蹲苗失败，

难以培育出壮苗壮棵，所以

建议在覆盖地膜时要根据

具体天气情况，一般在定植

15天后再覆盖地膜，有利于

幼苗根系下扎，培养壮棵。

只在操作行覆盖地膜
或全棚覆盖

有些菜农只覆盖棚内

的操作行，而种植行却没有

覆盖地膜，或者全棚覆盖。

棚室蔬菜生产中，地膜

覆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降

低 棚 内 湿 度 ，减 少 病 害 发

生。而操作行覆盖地膜、种

植行不覆盖的做法对降低

棚内湿度不利，因为在蔬菜

浇水时，绝大多数时候都是

浇种植行的，种植行不覆盖

地膜对降低空气湿度也就

起不到多大作用，也不能起

到保温的效果。而在操作

行覆盖地膜，弊端也是明显

的，操作行地膜经过无数次

的踩踏后，与地面紧密贴在

一起，使得操作行内土壤透

气性大大降低，影响了根系

生长发育。

建议：在种植行覆盖地

膜，在操作行铺设作物秸秆

或稻壳，既降低湿度，又保

地温，一举两得。 梁晶
据《山西农民报》

随着天气开始逐步转冷，果市里秋冬令水果的上市大

幅增加，苹果、梨、香蕉、冬枣、柿子、桔子、蜜柚等时令水果

成为时下的销售主力军。

图为市区泰化农贸市场里水果摊点市民在选购水果。

记者 郭炳中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柳

林县审计局进一步学习落

实《山西省“十四五”审计工

作发展规划》通知精神，通

过深入学习研究市审计局

对柳林县审计局 2020 年审

计项目业务质量检查的反

馈，结合工作实际，着力推

进审计实务规范化、审计队

伍专业化，让全体审计人员

对依法审计和科学管理工

作运行机制有了更为全新

的认识，提升了审计管理和

运行的科学化、法制化、制

度化水平，为打造建设“学

习型”“法治型”“研究型”审

计机关奠定了基础。

（薛愉凡）

柳林县审计局 落实反馈意见 提升审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