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经历

和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变化，感受着党的荣光，

感谢党对我们老同志的关心与关怀。”一本本

厚厚的账本，记载了农信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枚枚鲜红的印章，印证了农信人走过的乡

间岁月；一颗颗铮亮的算珠，拨动出最动人的

农信之歌。如今 71 岁的苏彦荣仍然精神矍

铄，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从业 37 年来走过

的农信岁月。

苏彦荣，1971 年 6 月加入农信队伍，1974
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他 19岁参加工作

以来，先后担任过会计兼出纳、主任、联社业

务、财务股长、监事长等职务。由于他在工作

上的严谨细致和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省、

市、县“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背包精神 算盘情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苏彦荣被分配到

石楼县韩家山公社农村信用社接任会计兼出

纳工作，韩家山是他的老家，熟悉的环境、淳

朴的乡亲，虽感到亲切，但更多的是初参加工

作时的激动和热情，在这里，苏彦荣开始了他

的“背包生涯”。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手

机，也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一个帆布背包

里，装着业务公章、票据、现金、算盘，就是一

个农信员工的全部工作用具，他们行走在田

间地头，翻山越岭，深入到村为生产队和农户

送资金、送帮助，哪里需要资金，哪里就有他

们的身影。

苏彦荣说：“算盘是我们的拿手活，算利息

都是用算盘拨弄几下，瞬间分毫不差，只要听到

算盘噼里啪啦的声音，心情就感觉特别舒畅。”

在工作中，苏彦荣勤于钻研学习，任劳任

怨，公私分明，做到账据日清月结，账务记载清

晰，保证公私分明，时刻为集体生产谋利益，为

人民群众谋服务。他首创的算盘三指“秒开

珠”方法，在全市十三县的农信社都小有名气。

苏老说：“那时候，就是穿着一双布鞋，拿

着一个帆布背包，哪里有需要，随时就上门服

务。咱是共产党员，这个背包是党交给咱的

光荣任务，咱就要服务好三农，对党忠诚，为

人民服务。”

风雨兼程 服务至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苏彦荣每天和社里的

同事们一起跋山涉水、走村串户，长期活动在服

务“三农”第一线，深入细致地开展贷前调查，农

户房前屋后养几头猪、买多少粮，生产队缺几头

牛、需要多少化肥都一清二楚，农户都把苏彦荣

当做村里访贫问苦、救急救难的“财神爷”。

在韩家山信用社工作的 11年期间，每月的

食品公司收猪日，冬季供销社收购红枣资金的

结算日及其他冬季农村分配兑现工作，他都主

动配合、如约而至，他说，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对

卖猪户、长款户吸收存款，并清收贷款。记得

有一次分配兑现时，苏彦荣和同事，白天跑了

两个村，天黑了才赶到闫家洼村，趁做饭时间，

他和队长、会计赶紧为村民、队里结算收存收

贷工作，结算完晚上十点多了，队长安排休息，

但苏彦荣还心系牛小村村民的分配兑现，心想

农民一年到头就盼分配，况且第二天就是年前

的最后一个集市，再晚也必须去。

一进村委会的门，已等候多时的牛小村村

支书、社员们高兴的说道：“‘财神爷’终于来了，

过年有钱花了”。他赶紧坐到炕桌面前，开始了

清算工作，直到深夜 3点多才把村民们的存贷款

结算完成，心里踏实了，这才准备安身入睡。

那个年代是春放秋收，放贷容易收款难，

最重要的是靠双方讲信用，那时候的细心和

责任心，是用双手敲打、用双腿走出来的。

访贫问苦 送贷上门

回顾 37 年的工作经历，苏老最骄傲的事

情，就是一次次送“贷”上门，为百姓提供发家

致富的本钱。1982年，因群众基础扎实，上级

领导信任，得到了去省农行干部学校学习的

机会，后又被提拔为小蒜信用社主任，一上

任，职工们反应小蒜镇桐塔上村民近几年还

贷最差，于是他深入走访调研，在路上，他看

到村子在团圆山脚下，草地广阔，水资源丰

富，心想养羊肯定能让村民脱贫致富，了解到

村民们没钱买羊，于是在召开群众大会上，他

当场承诺，只要今年冬天归还 100元贷款和无

贷款户，来年就扶持你们贷款养羊、养牛，剩

余旧的贷款，等卖了羊绒分期归还就行，在场

的村民连连拍手叫好。

后来，全村 23 户，户户养殖白绒羊，逐年

繁殖，到第三年时已发展到存栏 2900余只羊，

人均达 22.3 只羊，人均纯收入 730 元，同时也

带动了周边村的农户养羊放牧，群众有钱了，

不但还清了新旧贷款，大部分人由贷户变成

了存款户。

苏彦荣这一做法，当时轰动了全县，县委

书记、县长把该村定为脱贫致富模范村庄，在

全县推广，因此，他也被评为全县“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他的事迹还在《山西农经信息》和

市、县《金融简报》等媒体刊登报道。

同时，苏彦荣也是一个特别讲原则的人，

不论是亲戚或者朋友，如果他不符合贷款条

件，就算关系再特殊，他也坚决谢绝，这样的

例子数不胜数，每一个故事都是老一辈农信

人对“背包”精神和初心使命的有力诠释。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作坊、小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了解金融知识、掌握金融动态正

是当下老百姓最需要的，此时了石楼县信用

联社监事长一职的苏彦荣又开始了金融知识

进村入户的宣传工作。

在田间地头、作坊工厂，他把信息知识、

金融服务送上门，让老百姓拿了资金能够有

余力谋发展，真正做到脱贫致富。他深入调

研，主动上门对接，对存在融资、资金周转困

难的红枣加工企业积极提供帮扶。同时在职

期间，受理事长委托，他全面负责管理工作，

狠抓沉淀贷款的清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当

年全县信用社实现了贷款无沉淀减亏，后三

年逐渐盈利的优势局面，成绩显著。

企业盈利了，百姓富裕了，大家无不感谢

他的大力支持，苏彦荣欣慰地表示：“是国家

的政策好，农信社服务三农，就是要为老百姓

谋福利、做好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期

间，还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的改革

整顿规范农村信用社工作中，由于成绩突出，

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廉洁自律 传承农信情怀

苏老说：“光明磊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才能赢得被人尊重。”他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

而且教导职工也要这样做，所以，在他所管辖

内的职工个个都让百姓信服。

远离不正之风，杜绝不合理贷款。苏彦

荣说，曾经有人送他一千元想贷一万元，他对

这人说：“你找错人了，贷一万给我九千九我

还嫌少，因为你是不准备还了，我还得贴上一

百替你归还贷款。”这人无言以对，灰溜溜走

了。

苏老一生为人正直，作风朴实。受他影

响，他的儿子苏平平也加入了到了农信这个大

家庭，在苏平平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工作经常

早出晚归，几乎天亮的时候就看不到父亲的踪

影，家里的一切家务都由母亲操持承担。有很

多年春节假期，父亲也不回家，坚守在工作一

线，服务于农信事业。从父亲的身上，珍贵的

品质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让苏平平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也让家中晚辈受益良多。

壮心未与年俱老，凌云豪情勇前行。苏

彦荣的壮丽年华早已汇入奔腾的农信事业，

他倍感欣慰。回望过往峥嵘岁月，一代又一

代的农信人共同推动着农信社的发展，他们

以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姿态奔走在服

务“三农”的路上，将背包精神延续、传递，在

前行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苏彦荣：三十七载农信路 背包精神永传承
□ 本报记者 白凯冰

通 讯 员 郑东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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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玉米病虫害高发 注意防治

□ 王恩奎

近期，多地发放文旅、餐饮、日用、

家居、电子产品等特定行业消费券，形

成乘数效应激活消费新动能。据《证券

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8 月份以来，已

有北京、成都、郑州、大连等十余地持续

加码促消费政策，助推消费潜力不断释

放。（8月 21日《证券日报》）

目前，为丰富消费场景，撬动消费增

长，全国多省地派发新一轮消费券。消费

券的发放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

意愿，对消费意愿、产业发展产生进一步

的拉动作用。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助力

消费复苏，助力城市烟火气回归，正当其

时。这一刺激消费的优惠政策举措，是

激活“市场味蕾”较为理想的选择，值得

期待。有关人士认为，近几年，消费券作

为经常使用的短期促消费工具，效果立

竿见影。从机制上讲，相当于政府部门

向居民让渡一部分购买力，通过针对特

定的领域和行业来发放消费券。在短期

内，相当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资金门槛，

同时刺激消费者在相关领域的消费热

情，有助于带动相关产业端的复苏。

时下，各行各业已经恢复了往日的

热闹，烟火气重新点燃，消费者需求大

大增强。让消费“旺起来”，以此拉动内

需，以最大限度弥补疫情三年多来造成

的巨大损失。海南、广州、深圳、武汉、

福建、四川、三亚等地宣布再次向市民

发放消费券，除了发放消费券，不少地

方还推出多项多元化带本地特色消费

活动，延伸消费内涵。还有政府专门发

文鼓励发放消费补贴等各种激励办法

来刺激消费，引领消费的举措，以重塑

消费者信心、搅活冷清市场，提振经济，

这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绿色消费券激活“市场味蕾”正当其

时。消费市场保持恢复增长态势，一方

面得益于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另一方

面也离不开各类新业态、新模式、新需求

的助力。近几年来，由于疫情严重影响，

消费热情被冷冻，购买力下降到零点，公

众的消费信心一蹶不振，此时亟待需要

一种治标的应急措施来应对当下的现实

窘境。而此时“消费券”就是精神“兴奋

剂”，生活的味精，不仅能提振消费信心，

刺激消费市场的味蕾，能有“起鲜”吊起

消费者的胃口，激起消费热情。

让更多绿色消费券“消费刺激”措施

激活“市场味蕾”。通过发行“消费券”等

“消费刺激”措施，能吊起消费者胃口，带

动生产和购买力的增加，并且消化过剩

产品，实现厂商和流通环节回笼资金。

诚然，消费券发放应科学合理，不能一发

了之。有关人士表示，一些消费券的使

用条件较为繁琐，需要消费者进行一定

的计算和操作，这可能会增加使用难度

和不便性。如果消费券的发放和管理不

当，可能会导致浪费公共资源的情况发

生。针对这些问题，未来消费券的设计、

发放和使用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和优

化。例如，可以加强消费券的监督和管

理，确保其合理使用；同时也可以通过数

字化手段提高消费券的使用效率和效

果，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

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投放和监管。此

外，还可以通过提高消费者的教育和认

知，引导消费者更加合理地使用消费

券。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考虑开展普惠

消费券的设计和发放，进而提高一定时

期内的居民收入，有效扩大消费。科学

发放，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同时对于稳

岗就业，促进国内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都会起着一举多赢的积极作用。诚然，

各地应该量力而行，根据当地财政情况，

科学发放，防止举债发放“消费券”而按

下葫芦浮起瓢。

让更多绿色消费券激活“市场味蕾”

近日，伴随着激昂的国歌，石楼一中军训

开幕式拉开了帷幕。此次军训旨在希望新生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能够更好地融入集体，锻炼学生学会吃苦增

加面对挫折的勇气和耐力。同时，让学生能

够理解家国情怀，增强爱国理念。

图①为该校校长为各班授旗。图②为新

生学子身着迷彩，飒爽英姿，即将开启新的集

训生活。 记者 惠爱宏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少伟） 没有全民健康，就

没有全面小康。全民健康的背后离不开医保基

金的强力支撑。今年以来，岚县针对医保基金

使用主体多、链条长、风险点多等特点，紧紧扭

住基金管理六个环节，推行全链条管理工作模

式，综合施策，不断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益，为

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保是保障的前提。岚县将参保缴费全民

覆盖纳入全县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实行政

府调度、医保协调、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征缴制

度，层层落实责任，全县参保人数达常住人口的

101%，五类特殊人群参保不漏一人。基金盘子

全口径预算，每年按住院、慢病、特药、普通门

诊、“两病”门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项目，分

类别、分机构，条块结合编制基金收支预算。对

县内、县外支出进行预测，对县医疗集团基金使

用进行严格测算，总额预算、打包付费，确保基

金发挥良好效益。全领域推进支付方式改革，

严格执行与县医疗集团的总额预算打包付费制

度，稳步推进按病种付费、DRG 等改革，推动全

县定点医疗机构普遍建立起主动控费机制。同

时，基金使用绩效全覆盖考核，对两定机构基金

使用绩效、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评定，将考核结果

与预算限额挂钩，作为社会信用等级评定的基

本依据。

此外，该县积极探索基金监管全社会参与

模式，在医保协管员协助监督的基础上，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完善了部门联动机制。

从“两代表一委员”及新闻媒体中，聘请 10名德

高望重的同志担任医保义务监督员，实行要情

报告制度。由财政设立 5 万元奖励举报资金，

鼓励群众监督，全方位构建了全社会基金安全

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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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高温多雨，玉

米进入喇叭口期后容易

发生病虫害，常发病虫害

有褐斑病、顶腐病、玉米

螟、茎基腐病，以及除草

剂药害。另外，往年玉米

后期突发的锈病，大家要

提前防治！

褐斑病
褐 斑 病 在 夏 季 是 高

发期，尤其是高温多雨的

天气，最易发生。病斑初

期为圆形或椭圆形、紫褐

色，后期为黑色，严重时

病斑可连成片，使叶片枯

黄脱落，影响作物生长。

今年湿度大，对于低洼地

块尤其要注意预防顶腐

病、褐斑病，并及时治疗。

防治方法：建议使用

三 唑 类 杀 菌 剂（如 戊 唑

醇、氟环唑、苯醚甲环唑、

丙 环 唑）、嘧 菌 酯 、肟 菌

酯、甲基硫菌灵、多菌灵、

百菌清等。

顶腐病
玉 米 很 容 易 出 现 顶

腐病，主要是细菌性顶腐

病。顶腐病一般发生在

玉米出穗前，在玉米 10-
15 片叶之间开始表现症

状。

症 状 表 现 为 心 叶 变

成 灰 绿 色 ，形 成 枯 心 苗

或 丛 生 苗 ；叶 基 部 水 浸

状腐烂，病斑不规则，褐

色 或 黄 褐 色 ，腐 烂 部 有

或无特殊臭味，有黏液；

严重时用手能够拔出整

个 心 叶 ，轻 病 株 心 叶 扭

曲不能展开。

防治方法：一旦发现

病株及时进行拔除，并使

用噻菌铜、噻唑锌、氯溴

异氰尿酸等药剂防治，也

可 以 配 合 钙 肥 一 同 使

用。同时，可以加一些叶

面肥，增强作物的光合作

用，提高抗逆性。

玉米螟
玉 米 螟 俗 称 玉 米 钻

心虫，整体是圆筒形，头

部是黑褐色，背部颜色有

浅 褐 、深 褐 、灰 黄 等 多

种。它是玉米上发生最

普遍，危害最严重的一种

害虫，可以使春玉米减产

10%左右，使夏玉米减产

30%，甚至是 30%以上。

玉 米 螟 主 要 发 生 在

6-9 月份，玉米螟会爬到

作物叶片上啃食作物，啃

食后叶片会留下孔状。

防 治 方 法 ：玉 米 螟

最佳防治时间在 3 龄前，

可 用 高 效 氯 氟 氰 菊 酯 、

溴 氰 菊 酯 、氯 虫 苯 甲 酰

胺 、甲 维 盐 、氟 苯 虫 酰

胺、辛硫磷、苏云金杆菌

等药剂防治。

锈病
玉米锈病一旦暴发，

可以通过风雨进行传播，

传 播 非 常 快 ，危 害 非 常

大，而且很难治，一般可

造成减产 30%-50%。

往 年 8- 9 月 份 很 多

地区发生了锈病，叶片就

像生了锈一样，但是因为

玉米太高防治非常不方

便。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今年建议大家提早进行

锈病防治。

防治方法：防治锈病

可以在大喇叭口期喷施

吡 唑 醚 菌 酯 ，在 7-12 叶

喷施苯甲·吡唑酯。也可

以使用己唑醇、氟环唑、

啶氧菌酯、戊唑醇、丙环

唑 、三 唑 酮 、醚 菌 酯 、苯

醚 甲 环 唑 、苯 甲·丙 环

唑、代森锌等药剂交替喷

雾治疗。

除草剂药害
除 草 剂 药 害 发 生 主

要有三种原因：

1. 打药没有避开高

温天气，导致水分蒸发量

大，玉米产生药害。

2. 阴雨天打完药害

怕雨水会将药剂冲刷，于

是进行二次喷施，重复喷

施增大了药剂浓度而造

成药害。

3. 把除草剂和乙酰

甲胺磷、氧乐果等有机磷

类农药混合使用，造成药

害。

除 草 剂 病 害 通 常 表

现为玉米心叶褪绿或者

是叶片上有不规则的褪

绿斑，还有部分叶片出现

卷曲，叶缘皱缩，心叶无

法正常抽出的情况。

防治方法：叶面喷施

芸 苔 素 或 碧 护 +氨 基 酸

或 海 藻 酸 叶 面 肥 +磷 酸

二氢钾等，缓解药害。对

于发展已经比较严重的

药害，要人为辅助进行展

叶，将扭曲的心叶剥开，

促进生长。

细菌性茎基腐病
发病时，玉米茎基部

刚开始会呈现“水渍状”

圆形或椭圆形病斑，慢慢

地 ，病 斑 会 呈 现 不 规 则

状，颜色是黑褐色。发病

部位会迅速软化，出现腐

烂的现象，并出现“腥臭

味儿”。茎秆内部发黑，

逐渐腐烂。

防 治 方 法 ：可 以 使

用氢氧化铜、春雷霉素、

中生菌素、噻唑锌、噻菌

铜、氯溴异氰尿酸、噻霉

酮 等 进 行 防 治 ，注 意 水

量 多 点 ，喷 淋 对 根 部 定

向喷雾。

陈佚铭

玉 米 是 我 国 的 主 要

夏 秋 作 物 ，能 否 夺 取 丰

收，关系到农民的秋季收

入，影响巨大。在病虫害

防治方面，掌握好防治时

机最为重要，一旦错过最

佳时机，不但达不到增产

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巨

大的损失！

喷施控旺药剂的作用
1、通 过 喷 施 控 旺 药

剂，可缩短茎基部 1-3 节

的节间长度，增加秸秆粗

度、强度和韧性，玉米整

体 高 度 可 降 低 30- 50 厘

米，穗位高度可降低 15-
20 厘 米 ，使 玉 米 重 心 下

移 ，降 低 整 个 植 株 的 高

度，不仅缩短了养分疏松

的距离提高产量，还能减

少发生倒伏的几率。

2、通 过 喷 施 控 旺 药

剂，可显著提高叶片的光

合作用和透光率，促进有

机物的合成，使营养物质

有利于向生殖器官输送。

3、提高产量：增加基

部 气 生 根 数 量 ，增 强 抗

旱 、抗 涝 、抗 病 、抗 逆 能

力，可使玉米叶片浓绿宽

厚、植株健壮、增加千粒

重，提高产量 40%以上。

喷施最佳时间
玉 米 控 旺 药 剂 的 最

佳时间是在玉米 6-10 片

叶 ，最 迟 不 得 晚 于 12 片

叶，超过 12片叶就不能使

用了，否则，就有可能造

成减产。

过晚喷施的危害
玉米控旺药剂主要是

30%胺鲜酯乙烯利，喷施

过晚，就会出现以下问题：

1、上部节间过短，叶

片重叠，就会造成叶片光

合作用降低，不但不能增

产，还会造成减产。

2、影响玉米抽穗，玉

米拔节后雄穗即开始分

化，如果此时控制玉米生

长，就会影响玉米雄穗分

化，导致玉米花粉量少，

上部节间过短，还有可能

影响果穗的抽出，造成雌

穗和雄穗不同步，进而影

响玉米授粉，最终影响玉

米产量。

因此，当玉米超过 12
片叶后，千万不要再喷施

控旺药剂了，否则，可能

造成严重减产。 陈珏
据《山西农民报》

玉米超过12片叶 千万别用这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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