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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当

前 随 着 气 温 回 升 、大 风 天 气 增

多，加之清明节期间，森林防火

压力迅速增加。针对这一形势，

汾阳市结合移风易俗、疫情防控

等工作，压实防火责任，积极采

取 各 项 有 力 措 施 ，加 强 火 源 管

理，强化宣传教育，全力织牢织

密森林防火“安全网”，确保全市

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该市层层压实防火责任，严

格落实各项工作机制，紧盯山头、

地头、坟头、源头、人头，看好村口、

路口、卡口、沟口、入口，积极巡查

林边、地边、田边、路边、村边，做到

看住人、管住火，早发现、早处置；

切实加强火源管理，继续落实好网

格化巡查和定点责任看护两项制

度，进行高密度、网格化、全天候、

责任制巡查；利用宣传标语、宣传

牌、短信提醒、广播电视、微博、微

信、抖音等多种传播渠道，切实加

强宣传教育，积极倡导献一束花、

植一棵树、清扫墓碑等方式寄托哀

思，鼓励将祭拜逝者的传统习俗以

更加环保、健康、安全、文明的方式

表达，营造文明祭祀的社会氛围；

并督促各涉林镇、林场森林火灾扑

救队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靠前驻

防，24小时集中待命，以“招之能来、来之能扑、扑之

能灭”的工作状态，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同时，该市进一步加强火情监测，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落实当日火情“零

报告”、“有火必报”和“报扑同步”等制度，确保火

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确保森林防火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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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

工，高龄独居的留守老人养老问题也引起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石楼县裴沟乡永由

村日间照料中心，多措并举，为留守老人

搭建亲情化、人性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平台，提供生活照料、膳食供应、文化娱

乐、精神慰藉、医疗检查等优质、高效服务

的同时，为全县养老服务转型发展 出了

一条新路子。

永由村是一个藏在大山背后的深沟

小村庄，因一颗古槐树在当地远近闻名，

是裴沟乡乡村旅游的典型村落。来到永

由村日间照料中心，还没进屋就听到阵阵

欢笑声。宽敞的日间照料中心里，老年人

有的在打麻将，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唠

家常，还有的使用健身器材锻炼。丰富多

彩的活动为老年人搭建了一个互相交流

的平台，这里俨然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个

家”。

石楼县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较

低，农民人均纯收入距离省、市平均水平

还有相当差距。近年来，农村 20~50岁男

女劳动力绝大多数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呈

现迅速增长之势，老年人养老问题逐步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村里留守老人的生活主要面临两

个问题，一是吃饭没着落，经常凉馍、凉

菜。二是精神很孤独，农村留守老人大

多居住分散，平时除了看电视外，没人关

心，没人说话，精神孤独、寂寞。如患病，

吃饭、看病、照顾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妥善

的解决途径。”永由村党支部书记穆海则

告诉记者。

2021年，永由村在村党员活动中心开

办食堂和娱乐室，村里留守老人只要向日

间照料中心交适当的费用和流转两亩土

地，每天就可以在中心吃饭、休息和娱乐。

中心运行一年多来，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杨完汝大娘就是村里的留守老人，常

年孩子们外出打工不在家。她兴奋地说:
“孩子们全都不在家，家里就我一个人，我

从去年 3月份开始吃到现在，各种家常便

饭，吃得舒心放心，这饭比我家里也吃得

好。”

永由村日间照料中心有 42 位老人，

年 龄 最 大 的 87 岁 ，最 小 的 75 岁 。 中 心

设有活动室和休息室，吃完饭，老人们

有的回家，有的去活动室，有的到休息

室看电视，聊家常。采访中，85 岁高龄

的温牛光大爷告诉记者，他们一群人每

天早上在这里吃了饭，打扑克、下棋、看

书，在广场活动锻炼，日子过得红火热

闹。

永由村近年来坚持多条腿走路、多

渠道筹集资金的办法，采用“村里筹一

点、老人交一点、社会捐一点、光伏收益

补一点、自力更生赚一点”的“五五资金

筹措机制”，推动留守老人抱团养老的同

时，为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了资

金保障。村委还将日间照料中心的工作

岗位列为公益性岗位，负责日常事务，同

时积极鼓励社会团体、爱心人士、志愿者

参与，让老人们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和关爱。

石楼县永由村

“五五资金”筹措机制开启农村养老新模式
□ 本报记者 王 洋

通 讯 员 李晶晶

图为石楼县裴沟乡永由村的老人

们正在日间照料中心吃饭和娱乐。

李晶晶 摄

“去年总共生产了有五六千斤吊饼，现

在已经全部卖完了，行情还不赖。开春后，

柿子树也不用怎么管护，我就在村子附近打

一些临工挣点零花钱。”3月 23日，在孝义市

兑镇镇新民村，60岁的穆丙文告诉记者。

新民村位于孝义市兑镇镇东南之南垣

上，距市区 9.5 公里，西与梁家原相连，东与

寺家庄相邻。2021年，附近的产树原村并入

新民村，全村共有 470 户 1221 人，耕地面积

2210 亩，其中柿子树面积 1100 余亩，全村

75%的村民家都或多或少有些柿子树。与周

边村庄不同，由于缺乏自然资源，新民村没

能搭乘上煤炭经济的“高速列车”，只能靠传

统农业的“小平车”低速前行。幸运的是，

2008年，村子里的“牛心柿子”获得了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这让新民村找到了乡村振

兴、村民增收的发力点。2018 年，在村“两

委”的牵头下，新民村成立南原新民柿业合

作社，注册“新民牛心柿子”品牌，并组织人

员前往“柿子之乡”陕西富平县学习机器剥

皮、吊饼制作等柿子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2019年开始还组织起“柿子文化旅游节”。

在村集体的积极引领下，村民们更加坚

定了发展“柿业”的信心，纷纷加入到这一特

色产业中来。在这一背景下，穆丙文也扩大

了自己的生产规模。

“原来我家只有四五十棵柿子树，看到有

合作社引导，我又租了七八十棵，现在总共已

经有了一百多棵树了，大部分按照吊饼的标

准生产，我在线下销售，女儿负责线上，每年

保守计算也有个五六万的收入。”说起几年前

自己的正确决定，穆丙文笑得合不拢嘴。

穆丙文的老乡，63岁的穆允栋也赶上了

这波“柿业”发展的大潮。家中十几亩地，七

亩多种了玉米、高粱、小麦，每年的收成却“阴

晴不定”，时好时坏。去年，由于上半年遇上

干旱，下半年又受到洪涝影响，收入很不理

想。反倒是五亩多柿子树，虽然也发生了冻

芽，但因为这几年有新技术的引进，吊饼行情

也比较稳定，他的收入反而增长了不少。

“去年产了大概五千斤柿子，雇了三个

人帮助制作吊饼，质量好的可以卖到十三四

块钱，所以总体收入还是凑合。”虽然没有透

露具体收入，但从语气中还是能听出穆允栋

对“柿业”发展的信心和满足。

随着“柿业”的不断兴旺，新民村又谋划

着扩大规模，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去年，不

仅又新发展了 200 亩柿子树，还在乡镇领导

的带领下又一次前往陕西富平考察学习，确

定了“多经富民、兴企富村”的发展思路，将

牛心柿子作为村里的优势支柱产业来发展，

以吕梁市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为抓手，通过

举办“柿子文化节”等各类活动，积极探索乡

村旅游新途径，并计划由合作社牵头，引进

技术设备，以牛心柿子为原材料开发柿子

酱、柿子酒、柿子醋、柿叶茶等系列产品，进

一步提高柿子的附属价值，增加群众收入。

“原来靠自然风，吊饼制作需要一个月，

今年我们准备上马一个加工厂，将制作工期

缩短到 10 天左右。同时，尝试推出柿子饮

料、柿子醋等深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争取带动蔬菜、高粱等其他产

业共同发展，不断夯实群众增收致富的基

础。”新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穆允青

介绍道。

“柿业”兴旺促增收 振兴路上有“帮手”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李晶晶）“清明节前捏燕燕，二十几

个串成一串串。一天吃上几遍遍，

几天呀吃成枯线线。”这几句俗语唱

的是吕梁地区的一种地方民俗，说

的就是在清明节前后当地人会把面

做成燕子挂在自家的墙上，既是对

故人的一种寄托，又是一种美食文

化。

为了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激

励广大市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传承

和保护传统手工“面花”记忆，将“移

风易俗、文明祭祀”落到实处，3 月

27日，石楼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开展“清明节文化传承教育和传统

美食制作”专题培训，邀请部分“面

花”手艺人现场教授捏面燕。

捏燕燕很有讲究，分老燕和小

燕，“老燕”形制特殊，送长辈表达孝

心，“小燕”活灵活现，送小孩表示关

怀，捏的是面燕，传承的却是习俗和

家风。搓、捏、挑、扭、剪、压，经过巧

手揉捏，转眼间就变成了一个个活灵

活现的“面燕”造型：有大燕驮着小

燕，有嗷嗷待哺的乳燕，有振翅凌空

的飞燕，个个栩栩如生，惹人喜爱。

据了解，过去捏面燕用的是过

年剩下的面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升，现在使用的都是新面。清明时

节捏面燕，表达的是人们对春天来

临的喜悦之情，也期盼新的一年风

调雨顺。

近期国际、国内化肥

价格均大幅上涨，2022 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

障化肥等农资供应和价格

稳定，给种粮农民再次发

放农资补贴。这些因素对

未来农产品价格走势会有

什么影响？

化肥价格上涨背后

从化肥种类来分，单

质化肥有氮肥 （主要是尿

素）、磷肥、钾肥三种。其

中，尿素、磷肥两大肥料

国内完全能自足生产，甚

至 还 有 一 定 数 量 可 供 出

口 。 钾 肥 除 了 国 内 生 产

外 ， 仍 有 大 部 分 需 要 进

口，主要从加拿大、俄罗

斯、白俄罗斯进口。根据

中国农资流通协会数据，3
月上旬，国内尿素批发价

格指数环比上涨 0.74%，同

比上涨 29.43%；磷酸二铵

批 发 价 格 指 数 环 比 下 跌

0.02% ， 同 比 上 涨

15.21%；氯化钾批发价格

指数环比上涨 7.18%，同比

上涨 90.54%。

每年春季都是化肥需

求 旺 季 ， 价 格 相 对 偏 强 ，

不 过 同 比 价 格 的 大 幅 上

涨 ， 主 要 缘 于 2020 年 以

来 原 料 和 动 力 成 本 上 涨 、

钾肥进口的不确定性。布

瑞 克 咨 询 研 究 员 李 简 认

为 ， 从 2020 年 开 始 ， 全

球化肥供需失衡，再加上

物流受阻，加重市场看涨

氛围，而原油、煤炭、天

然气价格高企，也增加了

化肥开采、加工成本。尿

素 主 要 通 过 煤 化 工 生 产 ，

国 内 煤 炭 价 格 的 大 幅 上

涨 ， 推 高 了 尿 素 生 产 成

本。新能源电池的快速发

展 ， 又 刺 激 了 磷 化 工 需

求 ，磷 矿 价 格 上 涨 ，推 高

磷肥生产成本。

进 入 2021 年 ，化 肥 生

产成本上涨，核心是能源价

格上涨和化肥原料成本增

加。到了第四季度，国家积

极调控化肥价格，化肥特别

是尿素的价格，一度出现回

落，但随着近期国际局势动

荡，俄罗斯、白俄罗斯作为

全球主要化肥出口国，市场

担心其化肥出口受阻，且动

荡的国际局势导致全球原

油、天然气价格再度暴涨，

大幅推高化肥生产原料及

动力的成本。

中华粮网易达研究院

副 院 长 张 智 先 认 为 ，受 煤

炭 、天 然 气 等 价 格 上 涨 影

响，国内化肥价格呈现明显

上 涨 的 走 势 ，预 计 在 2022
年仍将维持。尤其是国际

局势动荡，西方国家对俄罗

斯采取经济制裁措施，严重

影响到化肥原料出口，再加

上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传

导，给本就处于高位的国内

化肥市场火上浇油。

化肥价格上涨影响农
业生产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

当家”。从国际来看，过去

几十年来，全球农产品的产

量增加，除了种植面积小幅

增加外，主要是通过农作物

单产水平的提高。之所以

单产水平能够提升，除了农

作物品种改良因素外，化肥

的普遍使用作用显著，特别

是对于地力中等偏低的地

块。

张智先称，化肥价格上

涨，除了推升全球农业种植

成本，进而推高农产品价格

外，还可能会导致全球农业

生产投入下降，特别是第三

世界国家，这将严重影响全

球农产品产量。对国内来

说 ，化 肥 及 农 资 价 格 的 上

涨，也将侵蚀种粮农户的收

益。由于化肥价格涨幅较

大，将有可能使部分农户减

少投放，从而影响产量。

当前，受秋汛影响，冬

小麦大面积晚播，占全部小

麦 播 种 面 积 的 三 分 之 一 。

据基层反映，今年的苗情是

历史上最差的一年。在小

麦生长中后期，使用化肥能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前期苗

情弱的问题。不过，化肥价

格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农民施肥意愿，不利于粮

食产量。

尽管受原油、煤炭价格

上涨的传导，农资价格上涨

明显，但对 CPI 并非直接影

响。李简认为，这更多是通

过增加作物种植成本，抬升

农产品价格，并在影响市场

氛围中实现对 CPI的最终影

响。农资成本高企叠加高

油价，预计 3 月 CPI 同比增

长大概率会超过 3%。

再次发放农资补贴

农资价格的上涨，会很

大程度上侵蚀农民种粮收

益。比如，用量比较大的尿

素，2020年不到 2000元/吨，

现在涨到 3000 元/吨；相较

于 2020 年，磷肥上涨 30%-
40%，钾 肥 涨 幅 达 到 80%-
100%。据此预测，今年化

肥成本，相较于 2020 年，整

体上涨 50%-60%。

由于不同作物使用化

肥量不同，导致对成本的影

响也不同。以玉米为例，相

较 于 2020 年 ，成 本 预 计 会

增加 100120元/亩。大豆的

化肥使用量低，虽然成本增

幅 也 差 不 多 ，但 只 会 增 加

40-50 元/亩。与此同时，原

油价格的上涨，刺激整个化

工产品，比如柴油、薄膜、农

药等价格跟随上涨。按照

当前情况，玉米总体种植成

本预计会一共增加 140-160
元/亩。

2021 年 ，中 国 发 放 了

200亿元农资补贴。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给

种粮农民再次发放农资补

贴。面对农资价格的上涨，

李简建议，通过适当增加种

粮化肥补贴，并督促国有企

业增加化肥生产量，确保化

肥 生 产 原 料 供 应 ，价 格 稳

定。对市场恶性囤积化肥

者进行警告，甚至依法规严

肃处理。同时，种植户也要

通过增加田间管理，减少田

间杂草，结合作物生长需

肥特性，及时施肥，综合

提高化肥利用率。

张智先认为，从国家

层面，应该加大对产粮大

省 的 财 政 转 移 支 付 力 度 ，

加 大 对 种 粮 农 户 的 补 贴 ，

进一步完善种粮成本保险

及收入保险的机制，促进

种粮农户收入的保障，使

种粮农户在收入保障方面

有切实的获得感。社会层

面，加强农业合作组织的

覆盖范围，让农户融入合

作社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

织，利用农资集采的成本

优势，降低化肥等农资的

采购成本。

据《山西农民报》

化肥价格上涨 国家再发农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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