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文慧） 8月 2日，记

者从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获悉，据居民

收支抽样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18元，同比增长 5.5%，

增速低于全省（6.1%）0.6个百分点；全市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7589元，同比下降 1.1%。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153元，增长 5.1%，低于全省（5.4%）0.3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246元，

增长5.9%，低于全省（6.1%）0.2个百分点。

按收入来源分，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6782元，增长6.7%，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63.3%；人均经营净收入1241元，增

长0.9%，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1.6%；人均

财产净收入379元，增长3.6%，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3.5%；人均转移净收入2316元，增

长4.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1.6%。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7589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1%。分城乡看，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160元，下降 1.3%；农

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497元，下降0.3%。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

出2247元，增长1.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

重为29.6%；人均衣着消费支出830元，下降

3.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9%；人均

居住消费支出1323元，增长3.4%，占人均消

费支出的比重为 17.4%；人均生活用品及服

务消费支出 448元，增长 1.4%，占人均消费

支出的比重为5.9%；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758元，增长 11.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

为 10.0%；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973
元，下降 19.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12.8%；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803元，增长

2.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6%；人均

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207 元，增长

1.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7%。

上半年我市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略有下降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2年普通高考三年制师范专科招生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始建于 1913年，1978年

开始招收高考三年制师范专科生,学校办学历史悠

久，学习氛围浓郁，学生管理严格。秉持“立足师范，

多元发展，内涵建设，质量兴校”的办学理念，鼓励学

生参加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院校深造，帮助学生通

过全国教师资格证考试，近年来通过专升本考试超
过 50%的毕业生升入本科院校深造。学校每年积

极联系全国各地一百多家单位来学校举办毕业生就

业洽谈会，免费为学生搭建就业平台，毕业生就业总

体态势良好。学校执行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政策，为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2022年普通高考三年制山西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和收费标准

考生参加当年高考，在8月10日8时—8月13日18时登录
山西招生考试网，填报专科（高职）院校批志愿，由山西省招生考
试管理中心划定全省专科录取线，学校网上录取并下发录取通
知书。

招生对象

高中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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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

学前教育

小学语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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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

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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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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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

招考类型

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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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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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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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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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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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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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人数

145

105

255

115

120

60

80

10

1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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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

30

25

40

10

10

35

15

8

12

学费（元/年）

2600

2600

2600

4000

2600

2600

3000

5000

4000

4000

4000

4000

住宿费（元/年）

800

学校地址：大同市平城区同泉路1081号
学校网址：https://www.dtsz.edu.cn
联系电话：0352—2186878 18735207007

招生录取办法

夏季温度较高，怎样管

理茄子才能有利于茄子的

生长呢？要知道高温高湿

的环境下，很容易滋生各种

病虫害，而病虫害防治一旦

没有做到及时到位，就会使

茄子深受其害，造成种植户

朋友利益损失。

一、合理施肥

茄子生长期长，所以一

定 要 重 施 基 肥 ，并 及 时 追

肥。茄子需氮肥量很大，但

在 高 温 季 节 不 宜 过 多 施

用。在氨肥的追施上很多

菜农都会与灌溉结合进行，

其实在高温季节，这种方法

不太理想。因为过高的温

度，不仅会造成氨肥挥发，

还可能引起茄子的氨中毒，

所 以 建 议 采 用 开 沟 施 用 。

茄子叶面大，建议必要时可

进行叶面追肥，磷酸二氢钾

效果不错，但要注意控制浓

度。

二、注意适当控水

在栽培条件上，应尽量

选择地势较高的沙壤土地

块栽培，并要保证土壤湿润

才 能 确 保 茄 子 正 常 生 长 。

当土壤水分不足时，会使植

株生长缓慢，并引起落花落

果。所以在定根时要浇足

“压根水”，以使根部快速生

长；在收获前期也要重浇一

次，促使果实迅速膨大；中

间生长阶段，保持土壤湿润

即可。

三、科学摘叶、果

茄子生长期长，前期不

整 枝 ，任 其 生 长 、分 枝 、结

果，待门茄坐稳后，将门茄

下的侧枝全部打掉并及时

摘除基部老叶，减少病菌积

累，利于通风透光，使果实

着色良好，但又不能过重，

防 止 露 果 实 于 阳 光 下 直

射。发病严重的叶片也要

及时打掉，打叶时要用剪刀

从 叶 柄 的 基 部 留 下 约 1cm
长的叶柄将叶片剪掉，不能

紧靠枝干劈下叶片，以避免

劈裂主茎以及留下的伤口

染病后直接伤害枝干。

四、注意事项

夏季温度高，有利于茄

子 生 长 ，但 应 保 持 地 面 湿

润，同时及时喷洒新高脂膜

可有效减少水分蒸腾，缩短

缓苗期，使植株快速适应新

环境，健康成长。根据茄子

生长需求合理浇水、施肥、

除草、防治病虫害，同时应

及时把植株下部的老叶黄

叶摘掉带出棚外深埋，同时

大棚内喷洒新高脂膜形成

保护膜，防止气传性病菌的

侵入。

张晨

最近持续高温，果园管

理面临严峻考验。果园土

壤过于干旱，叶面、果面蒸

腾量大，根系无水可供，会

发生日灼；浇水量过大，土

壤缺水，根系无法呼吸，吸

水能力变差，在高温天供水

量小于叶面和果实的蒸腾

量，也会发生日灼，预防措

施为：

1.保持土壤适宜的含水

量 ，是 防 治 日 灼 的 主 要 手

段。因此，土壤不能过干或

过湿，如果能在高温天来临

前，给果园浅浇水或隔行浇

水，都能有效减少日灼现象

发生。另外，在浇水时，一

定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

早晚浇水最好。

2.预防地面高温伤害，

合 理 灌 水 。 可 适 量 喷 水 ，

降 低 高 温 对 树 体 的 伤 害 ；

在 膨 大 期 ，若 土 壤 含 水 量

低于田间持水量的 65%时，

及 时 灌 水 ；地 面 裸 露 的 幼

园 可 以 每 隔 7－ 10 天 灌 1
次 水 ；生 草 或 覆 草 的 果 园

可 每 隔 15 － 20 天 灌 1 次

水 。 同 时 ，严 禁 在 高 温 时

段 灌 水 ，太 阳 落 山 后 或 晚

上灌水最好。

3.果园生草。生草品种

可以选择黑麦草绅士、高羊

茅王朝和鼠茅草为主。高

温季节，待草品种长至 30厘

米高后，刈割覆盖。通过果

园 生 草 循 环 生 长 、反 复 覆

盖，可以使盛果期果园夏季

高温时期地面有绿色植物

覆盖，保护根系不受伤害。

铜川
据《山西农民报》

农 业 知 识
NONG YE ZHI SHI

高温高湿环境如何管理茄子

气温高 果园重点防日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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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扶贫路 一生扶贫情
——记吕梁市人社局驻岚县上明乡顾尾头村工作队队员王胜

□ 本报记者 惠爱宏

时光如白驹过隙，数年已过，如今的岚

县上明乡顾尾头村已经改头换面，正在乡村

振兴路上蓬勃发展。回想几年的扶贫路，驻

岚县上明乡顾尾头村工作队队员王胜感慨

万千，和老百姓朝夕相处的时光依然历历在

目……

“老王，我昨天晚上梦见你了……”六十

多岁的农村妇女看到王胜，满脸笑意。

“你梦见我什么了？”

“我梦见送了你一面锦旗呢。”

这是岚县上明乡顾尾头村的一名脱贫

户与王胜的对话，短短几句却渗着感激。

2016年，王胜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市关于

选派驻村工作队员的号召，主动请缨，到岚

县上明乡顾尾头村担任驻村工作队员，一干

就是六年。

驻村六年来，他受过伤、流过血，也遇到

过群众的不理解和恶意刁难，但他始终坚守

初心，扎根基层，主动作为，从陌生到熟悉，

一步步了解农村惠农政策，一户户开展摸排

走访，一件件为群众办实事，一次次组织单

位同事们深入帮扶户家中嘘寒问暖，一幕幕

的感人故事，发生在他的身边，六年的扶贫

工作得到了上级部门和基层群众的一致好

评。

发挥党员先锋作用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针对原先的

党支部，王胜带领村干部建立健全了支部、

村委各项制度，逐个和两委成员、党员干部

谈心谈话，通过建章立制、规范运行程序，逐

渐凝聚了人心，形成了合力，党员干部更加

积极地参与村级事务，起到战斗堡垒的作

用。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方筹措在顾尾头村

打造了岚县首家扶贫“爱心超市”，这成了党

员干部与群众紧密联络的桥梁纽带，通过村

民自愿参与村级公益活动给予积分的模式，

真正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把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充分发挥到脱贫攻坚中去，不断增强

党员干部为民办实事的信心和帮助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决心。

挖掘红色经典故事

2019 年，党中央号召组织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后，王胜根据上级

领导的工作要求和部署，深入挖掘帮扶村的

典型事迹，发现了一名九十多岁的退伍老兵

老党员李福奇。他利用自身资源，为老人拍

摄了一部专题宣传片，并在帮扶村修建了一

所村史馆，介绍了老人五块作战军章的同

时，也把吕梁市人社局历年来脱贫攻坚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回顾。这项工作，受到

了市局领导和岚县各部门的一致好评。当

年也被作为脱贫攻坚典型事迹报送省扶贫

办。

产业带动促扶贫

2021年，王胜为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渠

道，自费多次奔赴柳林县了解学习朝天椒种

植技术，并在帮扶村进行试种，取得了一定

的成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岚县县委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为进一步加快旱地辣椒产业

水平，2022 年计划推行“村集体+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户”发展模式，推动旱地辣椒规

模化、标准化、组织化、集约化发展，培育特

色农业产业，目前，共带动全县 9 个乡镇，种

植朝天椒共计 500余亩，206万株，均长势良

好，可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倾心全力办实事

坚持群众需求为第一导向，主动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将补短板与解决民生问题

同步推进。健全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协调

市、县、乡各级有关部门，为顾尾头村解决

了多年的吃水困难问题，让群众都能喝上

放心水；申请了太阳能路灯，满足村主干路

的夜间照明需要；帮助打造了文体活动广

场，引领群众自编自演开展文化活动，丰富

了群众的闲暇生活；帮助上明村申请恢复

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明龙灯项目，积极推进

国家部委六部门联合发文提倡的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帮助寨子村争取党群服务

中心阵地建设；筹资 80 多万为顾尾头村新

建 了 出 村 大 桥 ，解 决 了 群 众 出 行 难 的 问

题。用情办好群众微事。开展了上明乡暖

冬行动，多渠道筹措了白面大米食用油，被

褥及棉衣等物资，给全乡 13 个村困难群众

提供物质救助与慰问；帮助智力残疾儿童

解决上学问题；帮助残疾群众办理证件等

等。

驻村六年来，王胜丝毫没有感到对工作

的厌倦，反而越发深爱他所从事的事业，他

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虚心向老党员

请教、向群众学习，克服两地分居等家庭困

难，和队友们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用到

刀刃上，坚持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真真切切

融入百姓，才是一名称职的扶贫干部。”一句

简单的话语，恰是一名普通扶贫干部的情怀

和执着。

图为王胜图为王胜（（左一左一））和老百姓在田间地头研究种植事宜和老百姓在田间地头研究种植事宜。。

近日，在吕梁市岚县饮马池景区，连绵起伏的大面

积高山草甸和云海、风力发电机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幅

壮美画卷。 记者 刘亮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文慧 通讯员
肖继旺） 今年以来，方山县强化统筹

协调、主动担当作为、聚力精准施策，

“十措并举”加快特色产业发展，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提供了有力支撑。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方山县采取

省级安排到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用于产业发展比例不低于 60%,重
点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优先

保障到人到户项目的资金需求。过渡

期内继续实行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试点政策，统筹整合资金用于产

业发展比例不低于 55%,优先用于能有

效应对疫情影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的项目。与此同时，采取省乡村

振兴产业周转金优先支持能带动帮扶

脱贫人口的产业项目。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用好用足扶

贫再贷款延期政策，最长可延至 2025
年底。加大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支持力

度，精准用于发展生产经营。对确有

需要且具备还款能力的，可追加贷款

支持，追加贷款后单户小额信贷可扩

大至 10万元。已还清贷款且符合条件

的可多次申请贷款。符合风险补偿条

件的应补尽补、应补快补。

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推动农

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落实好政策

性保险，制定地方特色保险补贴，实现

农业保险全覆盖，探索建立专门绿色

理赔通道，及时启动保险理赔。

加大对乡村特色产业支持力度。

积极争取省级旅游扶贫示范村和乡村

振兴特色产业项目，大力推进田园综合

体项目，通过发展圪洞镇前东旺坪村、

庄上村文旅产业融合项目，带动全县文

旅特色产业快速发展，优先带动脱贫户

和监测户发展生产和务工就业增收。

支持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积极争

取省财政对发展庭院经济的奖补资金。

对发展庭院经济的脱贫户和监测户，采

取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支持，每户奖补

不超过2000元，由衔接补助资金列支。

加大对规模养殖业支持力度。积

极争取奶牛家庭牧场提档升级项目和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项目。对带动脱贫

户和监测户的生猪规模养殖场、农民合

作社和散养户提供良种补贴，实施肉牛

提质增效项目每头补贴 50 元;建立 15
个肉牛改良点，每个点补助 3.3万元，每

头牛补助不超 1500 元的改良补贴；建

设 100 头规模以上能繁母牛示范场 10
个，每个补助 30万元；50头规模以上育

肥牛示范场 10个，每个补助 30万元；12
个标准化养牛示范场，每个补助 50 万

元；安排 490.95万元用于饲草青储补助

项目，600万元用于“一园一地四场”养

猪项目，优先鼓励脱贫户和监测户通过

发展生产和务工增加收入。

加大设施农业支持力度。优先支

持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的农民合作

社、企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发展设施

农业，新建日光温室每亩补助 3 万元，

改造老旧温室每亩补助 2万元，积极争

取省发展夏秋冷凉蔬菜奖补资金，新

建春秋季生产大棚，每亩最高补助不

超过 0.8万元，改造老旧春秋季生产大

棚每亩最高补助不超过 0.2万元。

加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力度。

继续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

确权颁证到位的拥有承包权的种地农

户每亩补助 67元；在此基础上，提高实

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撂荒地耕种

每亩补贴 136 元；中药材根据种植模

式、品种给予每亩补贴 300-800元。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每亩补贴 300
元；辣椒种植，根据品种、模式每亩补

贴 1000-1310元。

健全产业帮扶利益联结机制。支

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等，通过吸纳务工就业、原料供应、

订单生产、生产托管、产品代销、资产

租赁、保护价收购、保底分红和股份合

作等多种方式，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

增收，带动帮扶效果作为落实产业支

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衔接补助资金支

持的产业项目和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项

目，优先带动帮扶脱贫户和监测户，明

确带动责任，量化帮扶要求。

强化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对确

权到村的经营性项目资产，明晰产权关

系，加强运营监管，对资产收益和使用分

配进行公示公告。对确权到户的经营性

项目资产，依法维护其财产权利，由其自

主管理运营，确保所联结脱贫人口权益

和收益。对扶贫项目资产运营和带动增

收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与衔接补助

资金分配挂钩，奖优罚劣。

强化统筹协调 主动担当作为 聚力精准施策

方山县“十措并举”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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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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