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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夏，蔡家会镇的庄头村烈

日炎炎、骄阳似火，正当玉米拔节的

关键时刻，天上却迟迟不下雨，旱地

农作物遭受了严重的灾害。兴县吕

粮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虎平却

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原来，连续多

日的干旱天气，加上虫害，他家 100亩

粱地玉米不能抽穗，这意味着玉米将

大幅减产，损失严重。

当 年 秋 后 果 然 玉 米 大 幅 减 产

“100多亩地的玉米，着实心痛呀。”令

马虎平意料之外的是，天灾无情“险”

有情，他年前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兴县支公司，购买的玉

米种植保险，为其获得了农业保险赔

付金近 5万元。“农业保险是农民利益

的守护者。”时至今日，回想起去年的

遭遇马虎平逢人便说党的政策好。

马虎平的亲身经历，是兴县实施

政策性农业保险增强农户抗击自然灾

害或意外风险能力的一个生动缩影。

7月11日，全市防汛视频会商调度

会结束后，兴县立即组织召开全县防汛

抗旱工作会商调度会。传达省、市领导

有关批示及相关专题调度会议精神，分

析研判了当前防汛抗旱工作形势，并就

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

“防汛减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责任重大、意义重大。在谋划防

大汛的同时，当下也要科学谋划抗旱

救灾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农作物正常

生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带来的损

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县委常

委、县政府副县长贺建强反复强调。

推广实施农业保险是保护农户

利益、降低灾害风险的重要举措。今

年以来，兴县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紧密

衔接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出发，免费

为全县脱贫户、监测户购买了农业保

险，最大限度化解农户风险保障农户

利 益 ，使 之 成 为 农 村 发 展 的“ 保 护

伞”、农业增效的“安全网”、农民增收

的“护身符”。

“总书记讲的中国饭碗、中国粮

食，意思咱都懂，我们有的是劲儿，大

家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现在

政策好，还有农业保险兜底，更有信

心让自己种的粮食装满饭碗、装满粮

袋子。”这是兴县赵家坪大里上种粮

大户白支成的话，也道出了全县广大

农户的心声。

连日来，在兴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白永军正在组织工作专班，为全县种

植企业和种粮大户核定种粮品种和

受灾面积，为下一步得稳粮稳产做着

前期的准备。“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

项民生工程，也是农民人均收入‘倍

增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种粮农

民丰年多收、灾年保底，不在经济上

吃亏，这就是推广农业保险的意义。”

这几天，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兴县支公司经理白旭春正在

带领员工为孟家坪乡的农户办理种

植保险业务。他说，“今年全县粮油

种植面积 54.5万亩。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农业工作，为了确保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县里积极争取国家利

好政策，按照国家补贴一部分、省级

支助一部分、县里自筹一部分的政

策，为农户购买了近 1000万元的农作

物保险，谷子、杂粮每亩保 600 元，保

费 36 元 、省 里 补 贴 50%、市 里 补 贴

20%、县里补贴 10%农户自交 20%，监

测户政府全部买单”。

兴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光全

介绍说“完善的农业保险政策是保护

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有效措施

之一，可以分担种植风险，降低受灾

农户损失，增强灾后复产能力，保护

生产积极性，2024年兴县将谷子杂粮

纳入重点农业保险补贴范围，同时将

食用菌、中药材、红枣、设施蔬菜、猪

牛羊也纳入保险补贴范围，正在努力

实施农业保险全覆盖”。

无惧“烤”验，奋勇当先。对兴县

而言，防汛抗旱工作从来都不是百米

冲刺，而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基础

性的工程，“笃行不怠终始成，踔厉前

行向未来”。面对“烤验”兴县正在用

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

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努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藏粮于地”，

多措并举保障食物安全供给，全力书

写端牢中国饭碗的时代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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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持续的
高温干旱给农业生产带
来了较大影响，农作物
呈现“半枯焦”状态，纷
纷“喊渴”。至七月中下
旬，高温热害天气加剧
蔓延，土壤失墒严重，全
县旱情进一步扩展。罕
见的高温少雨，不仅炙
烤着吕梁大地，更“烤”
验着兴县广大干部群众
的意志和精神。为了最
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给
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
响，兴县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抗旱
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精
准施策，全力保障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

晋西北黄土高原地带，农业生产长期以来靠天吃饭，可谓

“有收无收在于水”。仲夏时节，正是农作物拔节生长的关键时

期，连续的高温干旱，导致旱情“肆虐”，农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

“天不下雨，庄稼眼看着晒得‘扭腰子’了，这可咋办！”看着

不断打嫣耷拉的庄稼苗，东豆宇村的种粮大户张海平夫妇一筹

莫展。

张海平是罗峪口一带有名的种粮大户，事实上，面对愈发严

重的旱情，张海平夫妇也没有闲着。每天，天刚蒙蒙亮就靠自购

的潜水泵，动员左邻右舍帮忙浇地。几天下来，水过地皮湿，虽

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面对“禾田焦土起，山野起白烟”的 400
多亩土地，“私力救济”依然显得“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正在夫妇俩为水着急时，乡党委积极争取协调县水利部门

工作人员来到田间地头，设计浇地方案、布设浇地设施、架设灌

溉管网，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大功率水泵将黄河水源源不断地

送到了地头。

汩汩的黄河水，为玉米田“输血解渴”，瞬间解决了农户的燃

眉之急。伴随着水泵的滋滋的声音，一株株即将泛黄的玉米经

过一天的灌溉喝饱了水，翠绿的枝叶迎风摇摆，再次焕发出勃勃

生机。

看着即将泛黄的庄稼恢复了生机，夫妇俩脸上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如果出不出意外，今年我家这 400亩玉米最少也能收入 20
万元，这真是‘雪中送炭’啊。”看着恢复了“元气”的庄稼，老张夫

妇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了信心。

燃眉之急就此解决，像张海平家一样，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及

时帮助下，困扰全县种粮大户们的“水”问题大都得到有效化解。

面对旱情，今年以来，兴县把抗旱救灾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为及时应对旱情，兴县迅速启动抗旱防

汛应急预案，成立了由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县长

梁文壮领导挂帅的抗旱防汛工作指挥部，统筹协调全县抗旱防

汛工作。利用黄河、蔚汾河、岚漪河、南川河的自然水利资源，通

过科学调度，合理调配全力抗旱救灾。在优先保障群众生活用

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同时，组织干部群众深入田间地头，利用现

有水利设施，采取抽水灌溉、打井取水等多种方式，全力缓解旱

情给农作物造成的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全县共投入 25万安装低区灌溉设备 20余套、对

沿黄 5乡镇的 100多个自然村进行了引水灌溉，救助农作物 50多

万亩。此外积极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抗旱自救，充分利用沟渠、抽

水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水利设施和资源，因地制宜采取抽、引、

灌等多种有力措施，为耕地“解渴”，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带来的损

失。

进入七月以来，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全县一直笼罩在晴热高温

天气中，15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面对旱情，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迅

速启动抗旱救灾应急预案，全县立即进入“临战状态”，并通过多种

途径公布天气情况。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连夜组织召开抗旱救灾会

商会，认真分析旱情，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至上”作为这次

抗旱救灾的重大政治责任，明确要求全县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领导群众抗大旱、防大灾，确保灾年减产不减收。

“越是在大灾面前越是要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和战斗堡

垒作用，以党心暖人心；越是在大灾面前越是要发挥党员干部的

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心解民忧。”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

云谆谆告诫全县的党员干部。县委、县政府抗旱救灾的紧急命

令也通过一道道电波迅速地传递到全县 15个乡镇。随后，县级

领导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全部深入抗旱救灾最前沿，现场指挥，

科学部署，沉着应对抗旱工作。

政府主导，群众主抓，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旱魔来临的时

候，包乡镇的县级领导全部深入到抗旱救灾第一线，深入到乡

镇、村、组，深入到各受灾农户，与党员干部一道带领群众抗旱救

灾。县领导马不停蹄连续多日深入乡镇现场办公，帮助指导灾

民进行生产自救，现场解决具体问题。县水利局、县防汛抗旱指

挥部的负责人及相关干部们每天都深入抗旱一线，协调、指挥、

调度抗旱工作。上行下效，全县县、镇党员带干粮、带衣服，深入

乡村第一线，坚守抗旱最前沿。

兴县蔡家会镇梁峁起伏、土层深厚，是中国农科院杂粮研究

基地的所在地，也是兴县小米的黄金产区。

谷子该怎么除草、沟坝地该怎么浇水、要怎么防治病虫害？

面对持续的高温干旱，中国农科院谷物专家贾冠清顶着高温酷

暑，带领他的工作团队，蹲到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对症下药”，面

对面、手把手地指导农民抗旱保墒、防灾稳粮。

贾冠清说：“针对蔡家会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我们提前选

育了最能抗旱的作物品种，组织农户统一播种，可以说是‘量身打

造’选育的优质耐旱谷种，同时针对旱情严重地带采用了地膜保

墒措施，以期最大程度降低水分挥发。其次，针对眼下的旱情，我

们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进行引水灌溉缓解旱情，一方面要采用

农艺调节提升作物自身抗旱耐旱能力，也就是增加农作物的免疫

力。”

驻足中国农科院杂粮研究基地的田间地头，人们惊讶地发

现这样一幅幅画面：已没膝的谷子地根壮苗肥、绿意葱茏；农民

生活像往常一样恬静乐观；专家干部走村串户指导抗旱，任劳任

怨。

旱情就是命令，抗旱刻不容缓！面对持续旱情，兴县气象部

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施策，切实履行部门职

责，积极投身抗旱气象服务工作。

24小时坚守“问天要雨”解旱情。要缓解旱情，人工增雨作

业是有力“武器”，但长时间高温干旱下，作业条件并不充分。为

不放过任何一丝作业机会，兴县气象部门取消休息日，坚持领导

靠前指挥，作业人员 24小时坚守岗位，县气象台、县人工影响天

气指挥部密切配合，实行“预报+监测+作业”三合一模式，严格做

好天气研判，除前期预报外，另增加短时临近人工增雨作业条件

分析和一对一精细化指导；各作业人员严守炮点，时刻严密监测

天气变化，发现有利条件及时开展增雨作业，确保作业的安全顺

利进行。

在兴县气象局，张晋阳是个少见的大忙人，特别是今年遭遇

大旱天气，他更是夜以继日奋战在工作岗位，“密切关注天气情

况，随时准备为人工增雨提供可靠信息，须臾不能懈怠。”

张晋阳介绍说：“根据气象资料分析，5月以来，兴县气温偏

高，降水偏少，平均湿度较低，且日照时数多。针对持续的旱情，

兴县气象局紧抓有利天气条件，在 6月 21日凌晨开展了一场生

态保护型人工增雨作业，发射人工增雨火箭弹 16枚。在人工影

响天气和自然降水的共同作用下，兴县当天辖区内平均降水量

7.4mm，站点最大降水量 16.6mm，土壤表层缺墒状况得到明显改

善，有力促进了农作物苗期生长”。

目前，兴县气象局正在持续加强监测，储备的人工增雨火箭

弹 44枚，人工影响天气地面烟炉可燃焰条充足，人员和装备保障

早已准备到位，可随时开展作业，扩大增雨范围。

全局上下正密切关注着天气变化，伺机准备开展人工增雨

作业，全力以赴缓解旱情给农作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引水灌溉保墒情

干部垂范聚力量

科技助力抗旱情

农业保险来兜底

兴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检修灌溉阀门

蔡家会镇庄头村的有机谷子基地临旱不“危”

兴县气象局工作人员正在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罗峪口镇李家梁村利用黄河水灌溉抗旱

市政协副主席、兴县县委书记乔云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抗旱减灾工作

兴县召开抗旱减灾调度会

黄河水灌溉保障了沿黄农作物的正常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