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宣布，薛村镇高红村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项目正式开工……”开工的号令一

下，蓄势待发的火热场景即将呈现。

近日，柳林县薛村镇高红村举行了一场

简约又具有仪式感的开工仪式。这是高红

村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又一大突破，此次项目

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创建了包括晋西商贸

街、高红仓储物流中心、村史馆窑洞改造和

村史馆周边景观石墙、垃圾分类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村庄绿化、乡村产业建设、乡村特色

风貌建设七大项目，目前这七大项目中部分

项目建设前期手续皆已完善，旧村改造及附

属设施工程已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其中最

值得一提的便是动工最早并已初见成效的

乡村产业——木耳基地建设。

炎炎夏日，走进高红村木耳基地，一座

座大棚在阳光的照耀下，充满勃勃生机。棚

内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一排排木架上，整

齐有序地摆放着一个个菌棒，菌棒上一簇簇

肥嫩嫩、厚墩墩的木耳长势喜人，争先从菌

棒中破孔而出，经过春季自然生长，一株株

木耳成熟待摘。

据介绍，高红村木耳种植基地是以集体

经济合作社加农户入股模式经营的，目前 42
户村民自愿入股，占地 40 余亩，投资 210 余

万元，共建设大棚 21 座，木耳晾晒棚 10 座，

育有菌棒 42 万棒，每棚能收干木耳约 2000
斤，年产黑木耳干品可达 4.2万斤，当前规模

正常市场年产值约 126万元。

在发展木耳种植产业之前，村里许多人

认为，农业是“望天收”的低效产业，但引进

木耳种植后才发现大有不同。它技术成熟，

简单易学，效益可观，不与农争时，不与粮争

土，不与地争肥，种植周期短、产量高，是乡

村振兴发展的好产业、好项目。

高红村现在已经把黑木耳种植作为乡

村振兴、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产

业，在春秋两季时从东北购置高质量带菌菌

棒，通过先进的大棚悬空培育技术，不喷药、

不催生，保证木耳的出菌率、基地空间的利

用率和产品质量的可控性，并且积极搭建农

民增收平台，在木耳种采季节，带动周边百

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

近万元，为全镇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李燕燕是木耳基地的负责人，看见记者

来，他风趣地介绍说：“养菌就跟养孩子一

样，凉不得、热不得、渴不得。”每天早上天刚

亮，村民们就要开始一天的“精心照顾”，只

有这样才能养好这小小的木耳菌棒。

谈及以后的发展，薛村镇人大主席杜龙

斌说道：“木耳基地的建设是乡村振兴示范

村项目建设中的重头戏，今后将继续做强做

大特色优势产业，打造可推广、可复制的农

业发展经验，力争把小木耳做成大产业，做

成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持续推动产业发

展，增加村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其他项

目也要加快推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木耳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是高红村推动

乡村振兴的希望产业，是顺应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的成功实践，剩余的几大项目也必

将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有力保障，进一步推

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提升生活水平

和幸福指数，创造美丽和谐的人居环境。高

红人将全力以赴，全力推进项目的成功建

成，为奋力打造美丽宜居新高红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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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红村：项目带动发展 产业助推振兴

6月 16日，吕梁国道公司把安全宣传“五

进”与“安全生产月”结合，开展主题为“遵守

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的安全宣传咨

询活动。

今年 6月是全国第 21个“安全生产月”，6

月 16 日是“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吕梁

国道公司联合交控集团吕梁南公司在离石区

城南公园附近设立宣传咨询展位，结合公路

建设行业特点，向市民发放各类宣传资料，提

供安全宣传咨询。通过悬挂条幅、面对面的

交流、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群众普及交通

安全法规、交通安全知识、事故避险和自救互

救方法、急救常识、社区居民安全常识等安全

生产相关知识，提高了公众对山西路桥建设

集团的知晓度、认可度、满意度，收到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

图为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宣传材料，普

及交通安全知识。 刘亮亮 张超 摄

本报讯 兴县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培训取证就业增收工作，投

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

了“三大体系”，推动了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一是建立健全了创业就

业服务平台。第一，形成了信息网

络化载体。利用互联网技术设置

劳动力基本信息、务工就业信息、

劳务用工市场入驻、培训就业智能

对接等功能模块，同步开发手机

APP 终端服务功能，发布就业需

求，系统从劳务中介、用工主体发

布的用工需求信息自动生成就业

选择，实现农村劳动力务工就业数

字化，推动兴县农村劳动力务工就

业高质量发展。第二，掌握了劳动

力信息趋势。经过入户调查、数据

录入，对兴县城乡劳动力从事产业

的分布、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就业

意向以及劳动保障等信息进行更

新，为更好地实现城乡劳动力有序

转移就业和稳定就业提供了必要

的基础支撑。第三，完善了企业用

工数据库。建立起与县内外企业

对接联系服务微信群，实行了用工

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将企业招工信

息通过本县各类媒体，有序引导城

乡劳动力就地就业。从 2022 年 1
月起，依托“创业就业服务平台连

续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

“企业专场招聘会”等主题招聘活

动，与开发区管委会和省内外 189
家用工单位密切协作，提供各类就

业岗位 13000 余个。目前已帮助

418 名劳动者与企业达成用工协

议，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二

是 建 立 健 全 了 创 业 就 业 服 务 中

心。第一，优化县内就业服务中

心。经过事业单位改革，将人社局

部分股室合并、重组创建了县内创

业就业服务中心，成为兴县培训就

业工作的有效支撑。第二，扩展县

外就业服务中心。在内蒙东胜、陕

西神木、山西太原、长三角、珠三角

地区建设县外就业服务中心，建立

长期的就业协作关系，为兴县外出

务工人员提供职业介绍、技能培

训、信息统计、法律维权等服务。

三是建立健全了培训就业特色基

地。第一，培育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以县职业中学为主要培训基

地，积极对接省内涉农大专院校，

通过联合办学的方式，挂牌成立国

家认可大专学历的职业农民培训

基地，培训合格，颁发合作的大专

院校结业证书；建设农村实用技能

培训基地，利用乡村中小学闲置校

舍，建设乡村职业农民培训基地，

作为县职业中学培训分点，根据

农时适时组织农民进行培训，做

到农民务工培训两不误，有效解

决 乡 村 振 兴 农 村 人 才 短 缺 的 问

题。第二，培植创业就业孵化基

地。集劳务品牌、创业孵化、技能

培训、直播带货为一体的创业就

业基地。第三，培养“晋绥风味”

孵化基地。“晋绥风味”地域系列

特色小吃已经分门别类发展为传

统美食、特色美食、风味小吃、精

美小炒及莜面、豆面、山药的吃法 7
大类 148种，收集整理了所涉工种

的资料，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以上“三大体系”的建设，将

整体推动技能培训就业工作的开

展。一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创业就

业。建立省外创业就业服务工作

站，力争新增省外就业 2000人，实

现境外 (日本)劳务输出“零突破”，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工作

建立了支点。二是加快防返劳力

驾驶员培训。为了进一步巩固防

止返贫，依托现有的宏恩驾校、腾

达驾校，计划培训驾驶员 1000人，

驾校自主招生培训。三是大力度

推进考核发证工作。根据人社部

门发布的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和目

录，采取内建外引竞争择优方式，

引进一批全省优质评价机构做好

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提前联络机

构，为培训工作提供后续鉴定保

障，以严格的技能鉴定把好培训

效率、培训质量关，实现高质量就

业。四是打造技能人才就业“蓄

水池”。加快落实训练基地二期

建设项目申报工作，计划两年内

完成基地建设。基地建设成功后

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提供技能训

练。技能竞赛、技能鉴定、创业孵

化、师资培训、课程研发等服务的

公共性、公益性、示范性、综合性

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场所，

进一步拓宽了公共实训范围，培

养出更多优质的本地特色技能、

新业态工种技能人才。五是深化

省校合作创业的基地。在 2021

年与大同大学合作的基础上，与

北京科技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深

度合作，不断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细化合作项目，完善合作机制，建

设“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和“技

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六是开

展职业技能大赛的活动。第一，

组织 15 个以上项目（焊工、电工、

建筑业技工、叉车操作工、呼叫服

务员、剪纸、家政、餐饮等）的职业

技能大赛，对获奖选手除推荐参

加省、市比赛外，对每一项目前三

名 分 别 给 予 3000 元 、2000 元 、

1000 元的现金奖励；第二，开展

“兴县十大技能人才”评选活动，

对纳入信息系统平台管理的务工

人员，在个人素质、技能水平、社

会评价、服务年限等方面实行星

级管理，对每年入选的“十大技能

人才”予以每人 10000 元现金奖

励。 （赵秉昌）

防灾减灾漫画

近段时间，全国甘薯栽

插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

开。为了充分发挥甘薯对

稳基础优结构、推进种植业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现

提出以“健康种苗、科学施

肥、绿色防控、产销对接”为

重点的 2022 年甘薯生产技

术指导意见。

其中 2022 年菜用甘薯

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如下：

适当控制规模
菜用甘薯货架期较短，

田间采收用工量大，应根据

市场容量、劳动力资源等，

选择距离市场近的城郊适

度 规 模 种 植 ，反 对 盲 目 扩

种。

科学选用品种
生产中，应优先选择具

有耐高温高湿、耐病虫能力

强、营养丰富、茎叶生长快、

再生能力强、茎尖茸毛少、

无苦涩味、口感嫩滑等特点

的优质菜用甘薯品种种植，

未通过国家登记的品种不

推荐种植。

繁育健康种苗
根据品种结薯习性，菜

用甘薯育苗分为薯块育苗和

保护地保苗育苗两种方式。

薯块育苗方法与鲜食和淀粉

用甘薯育苗相同，要注意基

础苗的定期更新，不能连续

多年使用；冬季或春季大棚

繁育种苗时，应注意防止种

薯种苗和土壤病菌的传播，

谨防蚜虫传播病毒病。

合理安排种植
根据气候特点、设施结

构性能、栽培模式、市场需

求预测和病虫害发生规律，

合理安排菜用甘薯适宜的

种植期和茬口。

露地栽培菜用甘薯时

要避开气象灾害和病虫害

高发期，防止栽插期过于集

中。设施栽培要按照目标

市场蔬菜价格的变化规律、

当地冬春气候特点和不同

棚室的结构性能，安排秋冬

茬、冬春茬生产以及品种结

构，适当调控上市时间，以

确保获得最佳效益。

加强田间管理
选择肥力较好、排灌方

便、土层深厚、疏松通气、富

含有机质的地块，整畦起沟

栽培，畦面宽度 80- 100 厘

米、沟深 30厘米。以有机肥

作为基肥，选用茎蔓粗壮、老

嫩适度、节间较短、叶片肥

厚、无气生根、无病虫害、带

心叶的顶端壮苗进行扦插，

亩 扦 插 密 度 垄 作 不 低 于

8000 株，畦作不低于 12000
株。成活后科学管理，苗长

15厘米以上时进行打顶促分

枝 。 菜 用 甘 薯 生 长 最

适 温 度 为 18℃-38℃，每

天早晚喷水 1-2次。提前开

始棚内蚜虫等防治，采取生

物和物理防治害虫，采用防

虫网结合吸虫机和生物农

药 防 虫 ，避 免 使 用 化 学 农

药。

适时修剪采收
菜用甘薯的采摘期较

长，封垄后可根据市场的供

求情况分批采收，一般每 7-
10天可以采收 1次，上午 10
时之前为最佳口感采收期，

注 意 防 止 叶 片 萎 蔫 脱 水 。

采摘后可及时入库，库温保

持在 10℃-15℃。菜用甘薯

采摘完可适当修剪，保留 20
厘米以内的分枝，隔天后及

时补肥。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

2022年菜用甘薯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当前，很多处于结果期的

棚室蔬菜，对肥水的需求量

很大，建议菜农在施肥上要

养根和膨果并行，既要保证

蔬菜的产量，同时也要避免

植株早衰。

养根
——功能性肥料不能少

说起避免植株早衰，菜农

朋友都知道要养护好根系，

但是“根靠叶养”，在开花坐

果期叶片制造的营养优先

供应果实，其次供应生长点

和茎叶，最后供应根系，因

此结果期养根先要养叶片。

可叶面喷施氨基酸类、海

藻酸类叶面肥，促进叶片的

光 合 作 用 ，提 高 叶 片 抗 逆

性；同时冲施甲壳素类、微

生物菌剂类功能性肥料，这

些功能性肥料具有养护根

系 ，提 高 根 系 抗 逆 性 的 作

用。

注重根叶同养，培育出健

壮的植株，为植株持续不断

结果及避免后期出现早衰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膨果
——全营养型水溶肥占主
导

在蔬菜结果期，植株对养

分的需求量大。建议菜农

冲施养分全面且吸收利用

率高的全营养型水溶肥，一

是可以满足根、茎、叶、花、

果实的生长所需养分，避免

出现养分失衡等缺素现象；

二是吸收利用率高，最大限

度地减少肥料的流失，降低

土壤的盐渍化程度。

此外，中微量元素是不可

或缺的，例如硼对植株的授

粉、坐果及种子发育是十分

必要的，补充含硼的肥料可

以促进植株的花芽分化，预

防 出 现 花 而 不 实 的 现 象 。

建议菜农通过叶面喷施中

微量元素肥料，促进植株的

快速吸收。 北方
据《山西农民报》

蔬菜结果期 施肥学会这两招

本报讯（记者 罗丽 通讯员 张
世川） 6月 16日，走进磁窑河孝义

市段河道治理工程的施工现场，伴

随着轰鸣的推土机、压路机声，工人

师傅们正在加班加点进行堤防加

高、脱水节制闸的施工作业，河道治

理工程正有序推进，确保工程在六

月底前全部完工。

据悉，磁窑河孝义市段上游起

点位于南船头村，下游终点位于小

圪塔村，治理长度为 4.3km。过去，

由于磁窑河堤防高度不够，防洪标

准低，加上汾河对磁窑河顶托倒

灌，2021年秋汛造成磁窑河漫堤决

口，大量洪水向孝义市境内倾泄，

给孝义市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今年以来，孝义市树牢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对磁窑河孝义段河

道全面开展综合整治，有效增强河

道行洪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工程

治理主要包括决口处理、漫堤段堤

防加高培厚、改建原节制退水闸 6
座、小疙塔村泵站外移以及对不达

标的堤防进行加高培厚及堤顶道路

硬化。工程完工后，不仅可以减少

沿岸水土流失，改善河流生态环境，

而且能够提高磁窑河的防洪能力，

切实保护河流两岸村庄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磁窑河孝义段河道治理工程总

监理工程师任俊平介绍，项目开工以

来，近百名工人二十四小时三班作

业，争取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工程任

务，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

前，磁窑河孝义市段河道治理工程共

完成土方填筑 16万立方米，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75%，工程正在加速推

进，确保汛期河道畅通，行洪安全。
兴县

全面建立“三大体系”推动培训就业上新台阶

孝义

加强河道治理 筑牢防汛安全线

吕梁是革命老区，往返穿梭的复兴号动车开通以来，距离 207 公

里的两座城市有了更加快速往返的桥梁，“工作在太原，生活在吕梁”

的梦想已经实现，同时把碛口古镇、庞泉沟、北武当等美景串珠成线，

有力带动文旅发展。

图①为乘客乘坐太原—吕梁方向的复兴号动车抵达吕梁站。

图②为太原站等待检票前往吕梁的乘客群。 记者 郭炳中 摄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