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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明常玉明：：煤海深处走出的创新工匠煤海深处走出的创新工匠

在徒弟眼里，他工作细致又严厉；在同事

眼里，他思路严谨又开阔；在领导眼里，他脑子

灵活、胆大心细点子多……这是兴县华润联盛

车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的常玉明留给别人的印

象。“90后”的他始终坚信“扎根矿山，安心干好

本职工作就是人才”，从 2013年走上工作岗位

以来，始终坚守在安全生产一线，在保障矿井

安全生产同时，还完成了多样技改创新，凭借

着精湛的职业技能，在第三届吕梁职业技能大

赛中获得电工赛项“技术状元”称号。

大学毕业后，常玉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

家乡，成为了一名煤矿技术员。虽然在学校

学习过机电维修方面的理论知识，但是在实

践中，常玉明感觉自己“两眼一抹黑”，对于

机电维修技术要从零学起。凭借着“初生牛

犊不怕虎”的劲头，他跟着师傅下井到现场

学习维修技术，有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去

干，只要采煤现场发生设备故障，他都会赶

到现场帮助处理。“每个从事机电设备检修

工作的人都知道，机电设备检修吃得是‘技

术饭’。学习处理事故，就是最好的练兵实

践，比听老师讲十遍八遍还管用。”常玉明说

道。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实践、磨练

中，勤奋好学的他练就了一身机电设备操作

维修技能，成为矿上的技术骨干，被选为车

家庄煤矿机电科副科长。

“有常玉明在，大家伙心里有底。”这是

周围同事对他的评价。与普通 220伏电压不

同，煤矿大型机电设备使用的都是 660 伏、

1440伏的高压电。安全责任，重如泰山。每

天没到上班时间，常玉明就会提前到岗，对

软启动、胶带机、架空乘人装置等设备进行

日常巡查。“安全工作无止境，一刻都不能放

松。”常玉明一边说道，一边对胶带机进行检

查：“皮带各部都正常，温度、声音都正常。”

等到把胶带机检查了一遍，常玉明才顾得上

说话：“运送出去的煤，靠的就是眼前的这台

设备，它的安全运行十分重要。”除此之外，

常玉明还要对配电室进行检查，设备的运

行、停送电时间、操作人、监控人记录表等内

容缺一不可。“一旦发现隐患、问题我们就立

即提出，并督促各队组整改到位。”正是常玉

明和他的同事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车家庄煤

矿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随着煤矿智能化设备的不断更新，对智

能化工作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业人员

劳动强度降低、增加安全系数的同时，对于

操作的熟练度要求越来越高。不少职工因

为 文 化 程 度 不 高 ，操 作 不 太 熟 练 ，焦 急 万

分。遇到向他求助的同事，常玉明手把手地

教授，直到大家全都熟练掌握操作技能，真

正感受到智能化带来的便利。

2022 年，车家庄煤矿成立了创新工作

室，常玉明牵头进行全矿自动化设备的改

造、改进。每天下班后，他潜心从相关专业

书籍、网上和资料中学习编程知识，在厂房

里进行模拟训练，在一次次理论和实践磨合

中补短板、强素质、练内功，经过不断摸索经

验、总结教训，终于实现了对辅助矿井运输

的 推 车 机 实 现 全 智 能 远 程 遥 控 的 升 级 改

造。“现在只需要一名工人站在操作台设置

好程序，轻轻按下启动键，大型的机器就可

以全自动在轨道上前进和退出。”常玉明自

豪地说，“目前，兴县只有我们一家煤矿实现

了这项技术的运用。”

常玉明常说，自己的快速成长，离不开

企业给予技术工人大展身手的平台，同时深

感重任在肩。他带领班组搞的很多创新项

目，更是注重“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用

精湛的技艺，赋予了一台又一台矿用设备的

第二次生命，不断延长设备服务周期，为矿

井下一线维修人员处理故障提供资料、数

据、技术支撑。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是一切幸福

的源泉。“只有勤奋不懈地努力才能有收获。

想要立足岗位成为优秀的技术人才，就必须掌

握大量的知识和技能，并不断与生产实践相结

合，没有捷径也没有窍门，只有刻苦和努力。”

多年来，常玉明练就了过人的胆识、过硬的技

术，养成了爱琢磨、勤实践的好习惯，在全国、

全市以及企业技能大赛中频频获得名次。常

玉明表示，将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诚实做人、

踏实做事，用自己和团队的勤奋和智慧，为企

业、为吕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本报讯 （记者 康桂芳） 近

日，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公布 2022
年度省级特色产业帮扶基地名

单，山西省认定包括吕梁市 8 个

基地在内的 98 个基地为 2022 年

度省级特色产业帮扶基地。

吕梁市的 8个产业基地分别

为孝义市南原柿乡文旅融合帮扶

基地、交口县康城镇尚家沟食用菌

种植帮扶基地、文水县玉米新品种

试验及土豆高产栽培帮扶基地、汾

阳市峪道河镇新盛泉村核桃帮扶

基地、石楼县龙交乡吕粮山猪帮扶

基地、临县城庄镇小马坊村产业帮

扶基地、兴县东会乡渔湾村湖羊养

殖帮扶基地和岚县界河口镇沙棘

产业帮扶基地。

省乡村振兴局要求各市、各

县（市、区）、各基地持续深化创建

成果，切实加强政策支持，强化联

农带农责任，为山西乡村产业振

兴打造新引擎、拓展新路径，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

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

持续深化创建成果。围绕乡

村现代产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目

标，进一步聚焦基地特色产业，持

续深化打造，促进提档升级，加快

推动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

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产业

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

聚焦产业融合发展，强龙头、补链

条、兴业态、树品牌，推进特色产

业帮扶基地产加销一体化发展，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为山

西乡村产业振兴打造新引擎、拓

展新路径。

切实加大政策支持。各县

（市、区）要加大要素保障力度，创

新政策举措，促进资金、人才、信

息、技术等资源要素，倾斜支持特

色产业帮扶基地，培育形成多业

态打造、多主体带动、多资本投

入 、多 利 益 联 结 的 产 业 示 范 基

地。要加大金融保险支持力度，

各级乡村振兴部门要向各金融保

险机构优先推荐，支持建设农产

品产地冷藏、冷链物流等配套设

施，优先在基地落地农产品价格

险、灾害险等保险产品。要加大

消费帮销力度，优先组织基地农

产品参加省内外各类展示展销活

动，政府预算单位优先购买，鼓励

各类媒体免费推介宣传。

强化联农带农责任。要通过

示范基地创建，在脱贫地区培育

一批带动脱贫群众长期稳定增收

的优势特色产业，建成一批脱贫

人口参与度高、带动能力强、联结

机制紧的特色产业帮扶基地，优

化利益联结机制，强化带农益农

能力提升，促进特色产业帮扶基

地投资建设主体、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合理分享产业发展红

利，把产业建在乡村、岗位留给农

民、收益实现共享。

我市8个基地获批2022年度省级特色产业帮扶基地中国信托业协会 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四季

度末，我国信托资产规模为 2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87%。

专家表示，2022 年信托资产规模呈现企稳回升的发展趋势，

资金投向持续优化调整，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

新成效。

2022年四季度我国信托资产规模环比略增，资产来源结

构进一步优化。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四季度末，集合资金

信 托 规 模 同 比 增 长 3.97%，管 理 财 产 信 托 规 模 同 比 增 长

10.15%，单一资金信托规模同比下降 8.92%。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介绍，全面

实施资管新规以来，信托资产结构整体呈现“两升一降”趋势，

即集合资金信托持续上升，管理财产信托长期来看实现规模

增长，而以通道类业务为主的单一资金信托则持续压降。

另外，从信托资产功能分布来看，行业资产功能结构也在

积极转型调整，通道类业务压降成果较为显著。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四季度末，作为信托业重点转型

领域，投资类信托规模同比增长 9.2%；在监管要求和风险防

控压力下，融资类信托规模同比下降 14.1%；事务管理类信托

规模同比增长 3.68%，延续企稳回升态势。

在资金信托的投向结构方面，投向工商企业、基础产业、

房地产领域的规模和占比进一步下滑。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四季度末，投向工商企业的资金

信托余额为 3.91万亿元，同比下降 6.09%；投向基础产业的资

金信托余额为 1.59万亿元，同比下降 5.54%；投向房地产的资

金信托余额为 1.22万亿元，同比下降 30.52%。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政策的持续推动下，2022 年四季度

的房地产信托资金环比降幅有所收窄，房地产信托风险将稳

步缓释。

与之相对的是，投向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信托业务规模

和占比持续提升。截至 2022年四季度末，投向证券市场的资

金信托余额同比增长 29.84%，投向金融机构的资金信托余额

同比增长 7.79%。证券市场信托资金的占比已升至 28.99%，

高于工商企业信托资金 26%的占比。

2022年 12月，金融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信托公司

信托业务分类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旨在厘清各类信托业务边界

和服务内涵，引导信托公司以规范方式发挥信托制度优势。

翟立宏表示，在新的信托业务分类指引下，信托公司将进一步加速专业

化分工、重塑组织架构和制度文化。同时，信托资产的投资功能将得到进一

步发挥，不少信托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不少业内专家认为，信托业正在积极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形式，以股

权、债券、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实现资金高效配置，这将有力支持新兴产业领

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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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县岚城镇城内村 56 岁的梁春英做梦也不会

想到自己靠着捏面团竟然盖起了楼房还买上了小汽

车。以前逢年过节才做花馍、捏面团的梁春英虽说

在四邻八村里有着“巧媳妇”的美名，却没能在这项

手艺上赚到什么钱。近年来，在国家非遗保护、乡村

振兴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岚县面塑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梁春英的面塑也从农家

小院搬进了店铺，走上了“云端”。昔日不赚钱的“老

手艺”也为梁春英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传承面塑技艺，梁春英工艺美术专业毕

业的女儿张鹏丽也开始学习面塑技艺，成为新时代

非遗“新匠人”。

记者 刘亮亮 摄

全国小麦中后期发生

的主要病虫害有：小麦赤霉

病 、条 锈 病 、白 粉 病 、纹 枯

病 、茎 基 腐 病 、蚜 虫 、麦 蜘

蛛 、吸 浆 虫 等 。 据 预 测 分

析，2023年春季小麦病虫害

总体偏重发生。为有效控

制病虫危害，确保小麦稳产

增收，特制订本方案。

防控目标
重点防控小麦赤霉病、

条锈病、蚜虫等重大病虫，

兼顾茎基腐病、纹枯病、白

粉病、叶锈病、吸浆虫等常

发病虫。全国实现防治处

置率 95%以上，绿色防控覆

盖率 54%以上，综合防治效

果 85%以上，危害损失率控

制在 5%以内；优质小麦生

产基地、各类高产创建示范

片、绿色防控示范区实现统

防统治全覆盖目标。

防控措施
在准确监测的基础上，

根据小麦不同生育阶段主

攻对象，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一）返青拔节期。以防

治条锈病、纹枯病、茎基腐病

为 重 点 ，挑 治 蚜 虫 和 麦 蜘

蛛。对条锈病，要加强病情

监测，实施分区防控。防治

药剂可选用戊唑醇、氟环唑、

丙环唑、嘧啶核苷类抗菌素、

丙唑·戊唑醇、丙硫菌唑·戊

唑醇等。当纹枯病病株率达

10%时，可选用井冈·蜡芽

菌、噻呋酰胺、戊唑醇、丙环

唑、烯唑醇、井冈霉素、多抗

霉素等进行防治。对小麦茎

基腐病，参照防治赤霉病用

药，选用丙硫菌唑、氟唑菌酰

羟胺、氰烯菌酯、氰烯·戊唑

醇、嘧菌酯·丙环唑等药剂防

治。要注意加大水量，将药

液喷淋在麦株茎基部，以确

保防治效果。

对麦蜘蛛，当平均 33厘

米行长螨量达 200 头时，选

用阿维菌素、联苯菊酯、马

拉·辛硫磷、联苯·三唑磷等

药剂喷雾防治，同时可通过

中耕除草、合理肥水管理等

农业措施，降低田间虫量。

对 蚜 虫 ，当 蚜 量 达 到 百 株

500头时，应进行重点挑治。

在病虫防控的同时，可

结合当地苗情，适当添加生

长调节剂或免疫诱抗剂，如

芸苔素内酯、赤·吲乙·芸苔、

氨基寡糖素、二氢卟吩铁、噻

苯隆、多效唑等，促进弱苗转

壮，控制旺苗徒长，提高抗病

虫和抵御倒春寒等能力。

（二）抽穗扬花期。以预

防赤霉病为主，兼顾锈病、白

粉病、吸浆虫等。对赤霉病，

长江中下游和黄淮南部等常

年病害流行区，应抓住关键

时期，主动预防，见花打药，

遏制病害流行；对高感品种，

如天气预报扬花期有阴雨、

结露和多雾天气，首次施药

时间应提前至抽穗期；药剂

品种可选用氰烯菌酯、丙硫

菌唑、氟唑菌酰羟胺、戊唑

醇、丙唑·戊唑醇、氰烯·戊唑

醇、叶菌唑、枯草芽孢杆菌、

井冈·蜡芽菌等，要用足药液

量，施药后 3－ 6 小时内遇

雨，雨后应及时补治；如抽穗

扬花期遇到适合病害流行的

连续阴雨天气，需隔 5－7天

再用药防治 1－2次，以确保

防治效果。对苯丙咪唑类药

剂抗性水平高的地区，应停

止使用多菌灵、甲基硫菌灵

等药剂使用，提倡轮换用药

和组合用药。赤霉病偶发

区，可结合其他病虫防治，在

抽穗扬花期进行兼治。

对小麦吸浆虫，应重点

做好抽穗期的成虫防治；在

孕穗初期，当早上或傍晚手

扒麦垄看到 1－2头成虫，应

及时选用毒死蜱、辛硫磷、

高效氯氟氰菊酯、氯氟·吡

虫啉等农药进行防治，重发

区间隔 3 天再用药 1 次，以

确保效果。

对 小 麦 白 粉 病 、叶 锈

病，可以结合防治条锈病、

赤霉病进行兼治；当田间病

叶率达 10%时，选用环丙唑

醇、腈菌唑等杀菌剂进行防

治，严重发生田，应隔 7－10
天再喷 1次。

(三)灌浆期。重点防控

麦穗蚜，提倡综合用药，达

到一喷多效。当田间百穗

蚜量达 800 头以上，益害比

（天敌:蚜虫）低于 1:150 时，

可选用啶虫脒、吡虫啉、抗

蚜威、高效氯氟氰菊酯、苦

参碱、耳霉菌等药剂喷雾防

治。有条件的地区，提倡释

放蚜茧蜂等天敌昆虫进行

生物防治。对白粉病和叶

锈病等可结合小麦“一喷三

防”，实施杀虫剂、杀菌剂科

学混用，综合控制。

主推技术
（一）绿 色 防 控 技 术 。

重点推广抗病品种和适期

晚播、深翻、生态调控、保护

及利用天敌等技术，提高药

剂 拌 种 或 者 种 子 包 衣 比

例。对于条锈病、赤霉病等

重 大 病 虫 ，要 加 强 监 测 预

警，及早发现、采用生物农

药及时处置；对重点区域，

应加强监测预防，必要时组

织开展专业化应急防控，防

止病虫大面积暴发危害。

（二）穗期“一喷三防”技

术。小麦抽穗至灌浆期是赤

霉病、条锈病、白粉病、叶锈

病、麦蚜、吸浆虫等多种病虫

同时发生危害的关键期，可

选用高效对路的杀菌剂、杀

虫剂、叶面肥和调节剂等科

学混用，综合施药，防病虫防

早衰，达到一喷多效。

全国农技推广中心

2023年小麦春季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

3 月 19 日，以“凝聚强农智慧，服

务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今日农业开春

论坛上，对 12 位山西省首届今日农业

特优农产品品牌达人进行了授牌，临

县三交镇独一村特色食品厂总经理樊

艳珍光荣上榜。樊艳珍三十年对和面

烤馍苦心钻研，创立自主品牌“独一

村”，让小烤馍从吕梁山沟沟里走向韩

国、印度等国家及太原、福建、四川等

二十多个大中城市。

羽婷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霞
实习生 贺珉） 3 月 21 日，由

市检察院、团市委共同举行

的吕梁市未成年人检察社会

服务中心基础建设计划专题

研讨暨试点推进会召开。

会上，团市委相关负责

人从建设目标、服务职责、工

作 要 求 等 方 面 详 细 解 读 了

《促进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

务中心建设健全和完善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

的实施意见》；2022 年“探索

建设计划”实施主体负责人

从不同角度对未成年人检察

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进

行了介绍；2023年“基础建设

计划”试点交城县、孝义市、

石 楼 县 、离 石 区 等 4 个 县

（市、区）检察院、团委及社会

组织负责人分别立足部门职

责，就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进行

了交流发言；市检察院相关

负责人为“基础建设计划”试

点特邀顾问颁发了聘书。

会议指出，社会支持体

系建设是未成年人司法的重

要一环，要提高思想认识，深

化合作，以促进未成年人检

察 社 会 服 务 中 心 建 设 为 主

线，以部门协同配合为基本，

有 序 引 导 社 会 力 量 参 与 建

设、发挥作用；要加强沟通交

流，探索实施信息共享、行动

攻坚、资源共享的联动机制，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领域专业

化办案和社会化保护的衔接

配合，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权

益保障的协同性、全面化和

凝聚力，为建设美丽幸福吕

梁作出新的贡献。

吕梁市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基础
建设计划专题研讨暨试点推进会召开

□ 新华社记者 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