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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少伟

“冬季由于气温太低，不适于种木耳，所以去年冬

天，我租了蔬菜大棚，试着种植了 20棚羊肚菌，下个月

底差不多能收了，这个菌价格高，就是比较难种，一个

月一万雇了两个技术人员给我盯着。”2月 7日，在中阳

县暖泉镇弓阳新民新村的一处蔬菜大棚里，郝继珍弯

腰指着面前刚刚冒出菌丝的羊肚菌，向记者介绍道。

中阳县地处吕梁山脉中部，是栽培黑木耳等食用

菌的天然宝地，产出的木耳接近天然品质，所产木耳色

泽黑、肉质厚、口感好、品质优，营养成分高于普通木

耳，是绿色天然的保健食品。近年来，该县坚持把黑木

耳产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

和“头号”农业支柱产业，依托资源禀赋，发挥区位优

势，整合各方资源，着力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

产业化经营、品牌化销售和农户增收利益联结机制的

“四化一机制”全产业链发展体系，走出了一条特色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2020年，在政府扶持政策的

感召下，身为村干部的郝继珍带头参加了县里组织的

木耳种植技术培训，加入了木耳种植大军。

“政府根据中阳本地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大力气支

持木耳产业发展，不仅每年提供技术和支持，免费为我

们培训最新技术，每个菌棒补贴几毛钱，还给我们交上

农业保险，解除大家发展的后顾之忧。”郝继珍说。

有了政府的强力支持，郝继珍放心大胆地开始发

展。第一年就种植了 20万棒木耳，当年恰好遇上一波

好行情，每斤木耳超过 30 元，良好的收益让她更加坚

定了发展的信心。随后两年，虽然遇上新冠疫情，她仍

然将每年的木耳种植增加至 40 多万棒。在她的带动

下，2022年，弓阳新民新村黑木耳种植达到 620万棒左右，占到中阳

全县木耳种植十分之一以上，带动 36户木耳种植户 300多人脱贫劳

动力稳定就业，实现产值 2000万元以上。

“去年确实受到疫情影响，开春后，外面订的菌棒回来后下不了

高速，后来政府给我办了绿色通行证才拉回来。40多万棒木耳，一

半地栽，一半大棚种植，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地栽效果不太好，所以今

年我打算全部大棚种植。如果下个月羊肚菌能种植成功，冬天准备

继续发展。”郝继珍告诉记者。

去年底，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让郝继珍再次看到了发

展的良机，早早就谋划着订菌棒，从东北预定了 21万棒菌棒。春节前，

赶上本地木耳龙头企业鑫岩有优惠活动，她又从鑫岩预定了 21万棒。

“这几天重点是抓好羊肚菌的种植，确保成功。木耳因为气温问

题，还不能开始种植，主要是让工人们清理大棚、整理挂绳、铺地布，

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等下个月气温起来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工了。没

了疫情影响，今年应该可以大干一场。”郝继珍眼神中充满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笃定。

16 岁的时候梦想是什么？对于第三届

吕梁职业技能大赛西式烹调类的“技术状

元”赵含来说，成为一名专业的西餐厨师便

是他 16岁时的梦想。

“小时候父母经常不在家，经常是自己

做饭，慢慢地对做饭这件事兴趣越来越深，

开始研究、琢磨一些菜的做法。”赵含说自己

仿佛天生就属于厨房。为了更好地拥抱自

己的烹饪梦想，初中毕业后，赵含便前往北

京的米其林餐厅学习西式烹调。

刚入西餐这一行时，赵含就被西餐的精

致、优雅、高端所吸引。但制作西餐需要厨

师非常细致、严谨，有时候甚至到了吹毛求

疵的地步：处理食材时要一遍又一遍地洗

手、消毒、换手套，每种食材和调料的重量都

要精确到克，火候的控制更是至关重要，早

一秒晚一秒都会影响菜品的口感，餐盘中配

饰的摆放角度也不能出现任何偏差。学徒

时期的赵含有些毛毛躁躁，这些繁琐又精细

的环节磨炼着他的耐性，让他变得更加沉

稳、细心。

“我的师傅经常和我说，做菜不能急于

求成，要一步一步慢慢来。”赵含说，“在当学

徒的第三年，我感觉自己的水平已经很优秀

了，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菜，但客人一尝便

感觉味道不够浓郁，引发了两次客诉。这件

事情让我认识到，自己学到的还只是些皮

毛，并没有真正掌握做菜的精髓，之后我更

加努力地练习，严格按照标准做菜，力求把

每道菜做到最好。”

为了学到更多的烹饪技巧，赵含又前往

另一家餐厅拜师学艺，在不断学习、钻研的

过程中，他对食材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越发

感受到了西餐的魅力，学会了如何把食材最

好的状态表达，传递给客人。

赵含将自己的青春岁月留在西餐厅的

后厨，他克服各种困难，学习、工作，不曾有

一刻的放松。正是这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

的态度，为他在西餐烹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道真正的好菜是会

说话的，品尝它的过程就像在和它交流，可

以了解到它的一切。”赵含说。

提起这次比赛，赵含表示自己虽然有着

丰富的做菜经验,但站在技能大赛的赛场,他
还是感觉有些紧张。“我完成菜品的时候，比

赛剩一分钟就结束了。当时看着其他选手

都早早完成了制作，心里不免有些慌张。”他

和记者说道，“但我对自己做的菜很有信心，

我已经把学到的东西做到最好的状态了，肯

定是能拿到好名次的。”

虽然在西餐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

赵含学习的步伐却从未停止过。由于山西

的西餐发展比较滞后，平日里他经常在网

上购买一些专业的西餐课程和杂志了解新

出的食材和制作步骤。空余时间，他也会

前往其他城市和师兄弟们一起当面探讨、

研究最近的西餐发展趋势。“西餐是多样化

的，近几年的变化更是非常大，只有保持永

远 在 学 习 才 能 使 自 己 不 落 后 。”他 告 诉 记

者。

能够与每一道菜对话、交流，是赵含的

信仰与梦想，他用行动表达着自己对西餐

行业的执着，也在用心诠释着新时代餐饮

行业的工匠精神。“既然选择西餐，那一定

要热爱。等孩子能独立一点，我会继续去

努力深造、学习，做出更加美味、健康的西

餐。”他将继续在西餐领域走出属于自己的

精彩人生！

赵含赵含：：用心和每一道菜对话用心和每一道菜对话
□ 本报记者 刘华

本报讯 （记者 康桂芳） 为了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近日，吕梁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

中心驻兴县罗峪口镇李家梁村工作

队员们的身影穿梭在李家梁村的田

间地头、农家院落，大家积极入户走

访，上门开展政策宣讲，让党的二十

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助力乡村

振兴。

在基层发出“好声音”，讲出“真

感情”。为了把相关政策宣讲好，驻

村工作队的同志们读报告、学内容、

做笔记，并结合农机购置补贴、农村

宅基地、合作社申报等十余项政策

印制宣传册 200余份，提前做足宣讲

功课，确保宣讲内容入脑入心。

在宣讲过程中，驻村工作队员化

身宣讲员，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交

流，大到党的二十大主题、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今后

的目标任务等内容，小到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利用兴县方言把丰富厚重

的内容讲成村里老百姓听得懂的“大

白话”，把“大道理”分解成“小菜单”，

将“文件话”转化成“家常话”，让“冒

热气”的理论以“接地气”的方式深入

人心，把党的“好声音”传递到 5个自

然村的家家户户。

作为驻村的工作队队长、第一

书记王鹏飞表示，“我切实感受到了

在党的政策引领下，乡村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的部分，为我

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理清了

思路。下一步，我们将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驻村工作

的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抓实，推

进乡村振兴和驻村帮扶工作跃上新

的台阶。”

本报讯 （记者 张剑平 见习记
者 薛雅婷） 近年来，临县城庄村支

部村委一班人，乘着国家政策东风，

咬定兴村富民目标，依托地利优势，

狠抓产业培育，大力发展蔬菜、瓜

果、香菇、羊肚菌产业，促进了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夯实了乡村振兴的

经济基础。

临县城庄镇城庄村位于临县县

城以北湫水河畔 10 公里处，是镇政

府所在地。全村 1566户 4257人，耕

地面积 3569.74亩。

多年以来，支部村委紧紧抓住

国家出台的扶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政

策机遇，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

理念，立足村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城

郊区位优势，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基

础，撸起袖子加油干，通过党员干部

做示范、先致富，群众跟着走，学着

干，大力推进绿色产业发展，拓宽群

众增产增收渠道。

在实施过程中，为了减少群众后

顾之忧，该村采取支部牵头，鼓励能

人大户成立了惠农温室蔬菜专业合

作社，流转集体土地，在秋水河西岸

修建了日光温室蔬菜大棚 82 座，占

地面积 354亩，建立了城北蔬菜种植

示范基地，集中连片大力发展“菜篮

子”绿色产业。成立了湫泉种养专业

合作社，占地面积 108 亩，主要生产

种养香菇菌类产品。

2020 年春季，支部村委审时度

势、引进资金，在河东园则坪修建起

每棚室内种植面积 2亩的 10座日光

温室，整体占地面积 40亩，主要用于

种植西瓜、甜瓜、羊肚菌特色产业。

每到上市季，大棚里硕果累累，采摘

的西瓜甜瓜新鲜可口，味美香甜、营

养丰富、产销两旺，收入可观。

特色产业在给种植户带来良好

效益的同时，还解决了村内贫困户

及剩余劳动力 100多人的就业问题，

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村

民们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乡村振

兴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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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城庄

夯实产业基础助力乡村振兴

吕梁市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入户走访入户走访++上门宣讲上门宣讲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这个通用杀菌剂配方对

100 多种病害都有保护、治

疗和铲除的作用。它就是

——苯甲·吡唑酯。

1、配方简介

苯甲·吡唑酯是由苯醚

甲环唑和吡唑醚菌酯复配

而成的一种复合型广谱杀

菌剂。苯醚甲环唑具有内

吸传导和渗透作用，施药后

2小时内，即被作物吸收，并

有向上传导的特性。吡唑

醚菌酯是最近几年新开发

的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广谱

性杀菌剂，对多种病害具有

预防、保护、治疗和铲除作

用。二者复配使用被称为

杀菌剂中的“绝配”，对 100
多种病害都有很好的保护、

治疗和铲除作用。

2、防治对象

该配方主要用于防治霜

霉 病 、疫 病 、晚 疫 病 、早 疫

病 、灰 霉 病 、叶 霉 病 、炭 疽

病 、蔓 枯 病 、菌 核 病 、立 枯

病 、纹 枯 病 、全 蚀 病 、根 腐

病、叶斑病、褐斑病、黑星病

等 100 多 种 由 真 菌 引 起 的

病害。

3、使用方法

（1）防治西瓜、辣椒、茄

子等作物上的炭疽病、褐斑

病 、蔓 枯 病 等 病 害 ，可 用

30% 苯 甲·吡 唑 酯 悬 浮 剂

20-25毫升/亩，兑水 30公斤

均匀喷雾。

（2）防治黄瓜、葡萄、西

瓜、苹果、香蕉等作物上的

白粉病、叶斑病、落叶病等

病害，可用 40%苯甲·吡唑

酯水分散粒剂 20-30克/亩，

兑水 30公斤后均匀喷雾。

（3）防治其它病害，可参

考以上病害的防治方法。

陈珏

作为一款上世纪 70 年

代上市的杀菌剂，异菌脲是

一款名副其实的老牌农药

产 品 ，自 2000 年 进 入 我 国

市场后，经历了 20 多年的

推广应用，身价依然居高不

下。

农资导报农药指数显

示，当前 96%异菌脲原药价

格为 21 万元/吨，虽然吨价

不及同为防治灰霉病“主力

军”的咯菌腈和啶酰菌胺，

但异菌脲超大的使用量（以

50%异菌脲举例，在防治农

业 病 害 时 ，亩 用 药 量 高 达

50-100 克），限制了其在市

场上的普及。

异菌脲为二甲酰亚胺

类高效广谱、触杀型保护性

杀菌剂，既具有广谱的杀菌

功 能 ，又 具 有 较 强 的 针 对

性，即便是单独使用，对灰

霉病、菌核病、立枯病、斑点

落叶病及早疫病等常见顽

固病害，也有着较好的防治

效果。在我国农业农村部

农药登记网站上，异菌脲已

经 取 得 167 个 农 药 登 记 证

件，其中单剂 98 个（包含原

药），混配剂 69个。

作为中生代杀菌剂，异

菌 脲 既 能 与 福 美 双 、多 菌

灵、百菌清及甲基硫菌灵等

传统老牌杀菌剂混配，又能

与咯菌腈、啶酰菌胺、吡唑

醚菌酯及氟啶胺等新生代

杀菌剂混配，可谓是既能承

上，又能启下，成为防治灰

霉病、菌核病常见杀菌配方

中的核心成分。

在混配剂中，比较经典

的 配 方 主 要 有 甲 基 硫 菌

灵 +异 菌 脲 、吡 唑 醚 菌 酯 +
异 菌 脲 、啶 酰 菌 胺 + 异 菌

脲 、咯 菌 腈 +异 菌 脲 、咪 鲜

胺+异菌脲等，主要用于灰

霉病、早疫病及菌核病的防

治。但是不能与腐霉利、乙

烯菌核利等作用方式相同

的杀菌剂混用或轮用，不能

与强碱性或强酸性的药剂

混用。

异菌脲还有三大用途：

一 是 稀 释 成 400- 500
倍可用于部分水果保鲜。

二是和阿维菌素混配，

可用于防治根结线虫，虽然

异菌脲并不具备杀虫功效，

但可抑制根结线虫的活动，

使其麻痹和失去活动方向，

从而丧失对作物的定位和

取食能力，在与阿维菌素混

配后，可极大促进其杀线虫

功效。

三是和百菌清混配后，

被制成烟剂用于温室大棚

防治灰霉病，尤其在棚内湿

度较大时，采取烟剂熏蒸，

既可发挥异菌脲的触杀效

果，同时还可以减轻大棚湿

度负担，提高对灰霉病的防

治效果。

佰秀农业

春寒分低温冷害和晚

春 霜 冻 两 种 ：低 温 冷 害 主

要发生在 3－ 4 月份，对春

季蔬菜造成烂根、死苗、落

花落果以及先期抽薹等危

害；晚春霜冻一般发生在 4
月 中 下 旬 ，使 田 间 正 在 生

长 的 蔬 菜 植 株 表 面 结 霜 ，

受到损害。根据笔者实践

经 验 ，现 将 预 防 春 寒 措 施

介绍如下：

低温炼苗在蔬菜幼苗

出齐以后，苗床要通风，并

随天气转暖逐步加大通风

量，对幼苗进行低温锻炼，

以提高秧苗抗寒能力，适应

室外低温环境。

增加设施增加保护设

施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架

设风障。风障对冷空气有

阻挡作用，阻止地表进一步

降温。二是开沟栽植，覆盖

地膜。早春蔬菜定植时，可

采用开沟栽植的方式，沟深

要求超过菜苗高度，再在沟

上覆盖地膜即可。

临时加温保护地生产

蔬菜，在寒流来临时，可在

育苗棚或生产棚借助于搭

建简易煤炉或安装电灯来

进行临时加温，以提高棚内

温度，防止发生冻害。

浇灌井水当较强冷空

气过后，天气晴朗，夜间无

风 或 微 风 ，而 且 气 温 迅 速

下 降 ，特 别 是 当 地 表 温 度

降至 0℃以下出现霜冻时，

可在菜地地面大量浇灌井

水 ，以 大 幅 度 提 高 地 温 。

此法可使地面温度由 0℃上

升到 8℃左右，避免霜冻出

现。

点 燃 熏 烟 在 霜 冻 之

夜 ，采 取 田 间 熏 烟 方 式 可

有 效 减 轻 或 避 免 霜 冻 灾

害 。 但 要 注 意 两 点 ：一 是

烟 火 点 应 适 当 密 些 ，使 烟

幕 能 基 本 覆 盖 全 园 ；二 是

点 燃 时 间 要 适 当 ，应 在 上

风 方 向 ，午 夜 至 凌 晨 2- 3
点钟点燃，直至日出前，有

烟 幕 笼 罩 在 地 面 ，这 样 效

果最好。

适量喷水在霜冻发生

前，用喷雾器对植株表面喷

水，可使其体温下降缓慢，

而且还可以增加大气中水

蒸 气 的 含 量 ，水 汽 凝 结 放

热，可以缓和霜害。

适时中耕在霜前进行

中 耕 ，可 以 减 轻 霜 害 的 程

度。因为春季气温逐渐升

高，畦土锄松后，可以较好

地吸收和存贮太阳热能，一

旦霜害降临，因土壤中已积

存一部分热量，可达到缓和

霜冻的效果。

程东平

喷一遍顶三遍 这个配方真管用

被价格“耽误”的农药——异菌脲

当前蔬菜仍需防倒春寒

一年春风至，税宣正当时。为真正把税惠“春风”

吹入千家万户，以税收现代化助力高质量发展，国家

税务总局吕梁市税务局聚焦“税惠千万家 共建现代

化”的税收宣传月主题，围绕社会关切，开展了“税惠

吕梁”系列活动，全面实施“‘税务管家’服务‘985’”、

“吕梁税务‘镇’兴计划”、“‘税银电’精准服务”等务实

举措，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的税务“动能”。

图①为发展是第一要务，税惠是重要支撑。吕

梁市税务局快板《税收优惠促发展 惠企利民向未

来》，利用纳税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减税降费等创

新举措，为市场主体提振信心、激发活力，为稳定经

济大盘提供强大动能。

图②为临县税务局三弦《唱响党的二十大 喜看

税务新气象》，利用地方特色的说唱形式紧扣高质量

发展主题，宣传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全面

唱响了税务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冲锋号”。

记者 张文慧 摄

税惠“春风”暖万家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