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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农业

本报讯（记者 康桂
芳） 近日，吕梁市民营经

济服务中心召开了晋企

通·2025 年“政银担企”

吕梁市民营企业融资座

谈 会 ，此 次 活 动 成 果 丰

硕，旨在成功破解我市民

营企业融资难题。

活动期间，现场气氛

热烈，吕梁市民营经济服

务中心、山西融资再担保

集团、吕梁市融资担保公

司、吕梁市民营企业家联

合会、工、农、中、交、邮

储、山西、晋商等多家银

行代表以及来自全市多

产业的民营企业代表深

度 交 流 ，共 商 对 策 。 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

山西银行、山西省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山西一禾铝

业科技新材料公司、山西

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

司 四 方 达 成 合 作 ，通 过

“银行+担保+企业”联动

模式，一禾铝业顺利获得

1000 万 元 战 略 融 资 ，这

为我市民营企业融资树

立了新典范，也为其他企

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合作

模式。

除了现场签约外，活

动还搭建起了长效合作

机制。各银行机构邀请

省融资担保公司开展业

务培训，推动银担企常态

化沟通，持续深化合作。

同时，吕梁市融资担保公

司积极作为，与各银行共

同研究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担保中的难题，进一步

提升融资服务效率。

吕梁市民营经济服

务中心作为活动主场单

位，对后续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督促各方完成融资

后续事宜，持续深化“政

银担企”长效合作，助力

企业提升融资能力。未

来，各参与方将以“政银担企同心圆”模式，为全市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推

动全市民营经济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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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里也能长出金疙瘩！”山西粮缘金

土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秀海常把这

句话挂在嘴边。从汾河岸边的黄土坯房，到

科技园区的现代化明亮厂房，49岁的郝秀海

完成了从泥瓦匠到农业科技领军者的蜕变。

当少年郝秀海蜷缩在汾阳市肖家庄镇青

堆村漏风的土窑洞里时，他或许不曾想到，这

个被父亲称作“榆木疙瘩”的泥瓦匠学徒，日

后会成为农业科技市场的风云人物。在汾河

岸边的建筑工地上，十几岁的少年每天要和

着几斤重的泥浆砌墙，手掌被青砖磨得血肉

模糊。这段艰苦经历，让他对土地有了近乎

虔诚的敬畏：“土地不会辜负老实人，就像砖

头不会欺骗匠人。”

1998年，揣着攒下的几百元，这个连普通

话都说不利索的汾阳汉子郝秀海，踏上了开

往广东省佛山市的绿皮火车。在乐从镇的电

动门作坊里，他白天给老师傅打下手，晚上就

着路灯研究电路图。三年间，他跑遍珠三角的

建材市场，磨破了 7双劳保鞋，终于在 2001年

春节带着首笔订单回到家乡。这段经历锻造

了他独特的商业嗅觉：“做买卖就像和面，水多

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关键要掌握好力度。”

2003 年，郝秀海在汾阳创办的铝合金加

工厂刚投产，就遭遇非典冲击。危难时刻，他

抵押房产引进德国数控设备，转型生产智能

温室骨架。2015年，当传统建材市场持续低

迷时，他力排众议投资 5000万元研发农业物

联网系统，带领企业完成从“卖材料”到“卖服

务”的跨越。

凭借前瞻性的战略眼光，郝秀海带领公

司迅速发展壮大。公司年生产能力达 30 余

万吨，智能大棚覆盖全国 23 个省市，年产值

突破 3亿元，相继荣获“山西省农业产业化省

级重点龙头企业”“山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等多项荣誉。

作为山西省唯一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的

农业科技领军人才，郝秀海将工匠精神融入

创新研发。他主导的“气雾式立体栽培系统”

获得 13项国家专利，使蔬菜产量提升 4倍；与

山西农大共建的“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成

功破解北方设施农业冬季保温难题。同时，

他带领团队研发生物菌保水有机肥、秸秆腐

熟剂等系列产品，拥有 15项知识产权。面对

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他正谋划建设晋中现

代农业产业园：“我们要让科技像麦种一样撒

遍黄土高原。”

致富不忘桑梓，郝秀海始终践行着企业

的社会责任。他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运

营模式，直接向周边养殖户和大型养殖基地

收购畜禽粪便，年处理畜禽粪污 90000 立方

米，有效改善农村环境污染，带动农民人均年

增收 4500元，解决 40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和

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此外，他热心公益，慰

问老党员、贫困家庭，捐资解决村民吃水难

题，助力学子圆梦。

在郝秀海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幅对比

鲜明的照片：一幅是当年砌墙用的豁口瓦刀，

另一幅是“大国农匠”典礼的邀请函。这跨越

三十年的对话，恰是新时代晋商精神的生动

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随他的脚步返

乡创业，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企业家的成

功，更是一个传统农业城市向科技强市转型

的缩影。

走进汾阳市乡镇，各村“两委”干部

正巡逻重点区域；道路两侧，悬挂着护林

防火的宣传条幅，全村护林防火氛围浓

厚；森林防火临时检查站值守人员始终

在岗，仔细检查车辆是否携带火种……

今年以来，面对持续干燥的气候、祭

祀与农事用火叠加的严峻形势，汾阳市相

关部门及各乡镇迅速行动起来，由各地党

政“一把手”部署、督办森林防火，全面细

致排查火灾隐患，推动基层一线细致进行

隐患排查，对集中祭祀点和墓地周围枯

枝、杂草等林下可燃物进行清理工作；疏

堵结合严管林区火源，明确专人负责森林

防火临时检查站；当地公安、林业部门加

强沟通联系，严厉开展打击森林违法用火

行为专项行动；突出重点人群管理，强化

摸排，加强对群众防火意识的引导教育；

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联动开展“文明祭

扫、无火清明”宣传教育活动；强化应急准

备工作，仔细盘点森防救援物资装备，切

实提高“打早打小打了”能力。

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山

林，杨家庄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消防应急

救援队伍、镇村干部群众就已投入到了

春季护林防火工作中。“严管星星火，护

好片片林”“防火驻心间，绿色满人间”等

宣传标语格外醒目，设站检查、防火宣

传、清除杂草，护林防火各项工作有序展

开。

为了做好全镇森林防火工作，杨家

庄镇加强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制定完

善的护林防火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森林

火灾应对机制，逐一细化应急处置措施，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实行立体网格化巡

视，充分发挥好森林防火前哨作用，切实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全镇上下织牢了严

密的防范网络。据该镇镇长温靖 介

绍，杨家庄镇成立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

作指挥部，层层落实责任，镇与村与涉林

企业单位签订防火责任状 17 份，村与户

签订防火责任书 4900余份。实施网格化

管理，形成联防机制，并通过加强宣传，

营造防火氛围，严控火源，消除隐患，在

重点林区道路设立检查站，收缴各类火

源火种，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优化应急措

施，提升应急能力。

“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你

好，现在是森林防火期，你们即将进入林

区，有打火机的请放到火源管控箱……”

该市设立了多个森林防火临时检查站，

设置广播播放宣传语，提醒群众切勿携

带火种进山，并检查进山车辆是否携带

火种。

为持续提高干部群众的防灭火意识

和能力，石庄镇让宣传车跑起来，高音喇

叭响起来，护林员红袖标飘起来。通过成

立 11个工作专班，全镇划分 62个护林防

火微型网格，抽调人员成立森林消防应急

队伍、森林消防应急救援志愿队伍，建立

健全顺畅高效的森林防灭火指挥体系，构

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

“每天对全镇护林防火工作进行全

覆盖巡查，每日两到三次。发现野外用

火苗头行为及时制止并下发整改通知

书，限时整改。累计出动宣传车 60余次，

张贴防火公告 72份，发放宣传材料 2000
余份，新刷标语 30余条，设置护林防火宣

传牌 52 块，动员广大群众共同守护秀美

青山。”据石庄镇林业站站长王文灿介

绍，护林员、林业协管员每日报送巡查照

片，并为各村发放护林防火所必要的物

资，通过全覆盖巡查，多措并举确保林区

安全。

“严管星星火，护好片片林”，这不仅

是 一 句 口 号 ，更 是 每 一 个 人 应 尽 的 责

任。汾阳市将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

构建起“防灭结合、多方联动”的防火体

系，全力以赴投入到护林防火工作中，织

密森林防灭火安全网。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 为切实做好

清明节期间市区“三山”护林防火工作，有

效遏制防范森林火灾发生，近日，市城市

管理局开展护林防火专项检查，组织检查

组深入龙、凤、虎“三山”对护林防火工作

进行全方位督导检查，以“严、实、细”的作

风压实防火责任，筑牢生态安全防线。

“护林值守人员有多少？”“苗木成活

情况怎么样？”“发现群众用火情况如何

劝导？”……检查组先后深入龙山七里滩

林区、凤山沙会则林区和烈士陵园林区、

虎山西崖底林区等地，对防火宣传警示、

火源管控措施及护林员巡查值守等情况

进行细致的督导检查。

在虎山西崖底林区，检查组一行走

进新建的护林防火物资库，认真查看水

桶、打火鞭、铁锹等防火物资储备情况，

仔细询问灭火弹等器材的使用方法、注

意事项和使用效果，并嘱咐护林员要安

全规范操作，及时检查、维护和更新，确

保各类防火应急物资关键时刻“拿得出、

用得上、扑得灭”。

市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清明节

前后是群众祭祖扫墓的高峰期，也是护

林防火工作的特险期，火灾风险隐患加

大，肩负责任更加重大。作为“三山”护

林防火的责任单位，要牢固树立底线思

维，盯紧清明节关键时间节点，全面系统

做好“三山”护林防火工作，大力加强技

防建设，积极倡导文明祭祀，加强对进入

林区群众的防火提醒，做实做细防火措

施，全力消除火灾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市城市管理局

开展护林防火检查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严管星星火 护好片片林

汾阳市“人防+物防”筑起森林草原“防火墙”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在碧波荡漾的临县阳坡水库畔，赤麻鸭拨动金羽，苍

鹭傲立浅滩，白鹭与琵鹭展翅掠过天际。候鸟群聚此方

水土，或俯冲觅食，或结对翱翔，羽翼剪影倒映在粼粼波

光中。近年来，我市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吕梁

山生态修复成效显著，共同绘就了飞鸟、碧水、青山的美

好生态画卷。

记者 刘亮亮 摄

生态画卷映吕梁

图为临县阳坡水库或觅食图为临县阳坡水库或觅食、、或栖息或栖息、、或飞翔的候鸟群或飞翔的候鸟群。。 图为临县阳坡水库成群的琵鹭图为临县阳坡水库成群的琵鹭。。

从泥瓦匠到农业科技“掌舵人”
——山西粮缘金土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秀海的逐梦之路

□ 本报记者 张娟娟

为有效防控森林草原火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和林草资源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封山禁火措

施，现通告如下：

一、封山禁火期

2025年 3月 25日至 2025年 5月 15日。

二、封山禁火区域

全市所辖行政区域林地、草地及距离林草地边缘

300米内的范围。

三、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事项

（一）禁止吸烟、烧纸、烧香、点蜡、燃放烟花爆竹和孔

明灯、烧荒燎堰、烧灰积肥、焚烧秸秆枯枝、烧煮、烧烤、使

用火把照明或取暖等野外用火行为；

（二）禁止携带火种及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或者途经禁

火区；禁止明火作业、爆破、私架电线等易诱发森林草原

火灾的活动；

（三）禁止其它可能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各类用火行

为和人为活动。

四、其他事项

（一）封山禁火期内，各级政府和林草经营单位必须

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明确防火责任区域和职责任务，全

面落实网格化管理，在重点林区和重点地段的入山口设

立防火标志，临时增设防火检查站，所有进出禁火区域的

人员需接受防火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和

妨碍森林草原防火检查。

（二）加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监护责任落实，严防火种进入林草地。

（三）对确需进入防火区域内进行野外用火活动的，

需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严格按照批准的时间、

地点、范围活动，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严防失火，并接受

林草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占用森林草原防火

设施、设备。

五、违法处理

对违反本禁火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予以处

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各级公安部门要加大对野外违规用火的查处和处罚力

度，依法严厉打击故意纵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

犯罪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当立即报告

当地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或乡镇（街道办）处置。

吕梁市森林草原火情报警电话：
12119、8296700、8296739

关于在全市实施封山禁火的通告

4月前后，山西常出现寒

潮、大风、沙尘、弱雨雪天气

过程，俗称“倒春寒”，具降温

急、气温低、有霜冻特点，可

能 给 农 业 生 产 带 来 不 利 影

响。当前甘薯育苗正处于关

键时期，实时关注天气预报，

在 最 低 气 温 低 于 10℃ 情 况

下，依据实际情况采取预防

措施：

1、注重育苗设施设备维

护。检查暖棚、塑料大棚、加

温保温等设施设备是否完备，

如塑料棚膜、保温材料是否有

破洞，出入口是否严密，加热

设备是否可以有效加热等，务

必在气温骤降之前将所有设

施设备全部检查修理好。

2、关注苗床保温，控制棚

内温度。薯苗生长适宜的温

度为 25℃左右，较长时间在

9℃以下容易遭受低温冷（冻）

害。寒潮来临前，在育苗棚外

覆盖棉被、草毡等进行保温，

还可在棚内搭建小拱棚，覆盖

塑料薄膜。有条件的，可以在

棚内增加补光补温设施，如补

光灯、加热器、暖风机等设备，

提高棚内温度。

3、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提高薯苗抗寒能力。喷施防

冻剂和叶面肥，在低温来临

前，喷施磷酸二氢钾、芸苔素

内酯、氨基酸肥、微量元素肥

等，增强薯苗的抗寒能力，促

进薯苗生长。

4、提前预防，积极恢复

灾 后 管 理 措 施 。 冷 害 发 生

后，可以喷施碧护、云大-120
等调节剂快速缓解冻害；或

者可采用磷酸二氢钾（浓度

2%）复配螯合氨基酸（浓度

3‰），或 芸 苔 素（按 说 明 使

用），胺鲜酯复配尿素（浓度

1‰）等喷施薯苗，促进生长。

据《山西农民报》

目前，山西小麦从南到

北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对低

温极为敏感，一旦遇到低于

5℃低温就会导致幼穗受冻

死亡或秃尖、缺位穗等，影响

产量。其为害程度与降温幅

度 、持 续 时 间 、降 温 陡 度 有

关。尤其是播量大、播期早

的旺苗麦田会遭受冻害。

为避免这一特殊气象灾

害 对 小 麦 生 产 造 成 不 良 影

响，特提出“倒春寒”预防补

救措施，希望农民朋友及时

防范，确保生产安全。

1、提前灌水补墒。近期

未浇水、墒情较差的麦田，低

温来临之前应尽可能浇水。

推荐采用喷灌、滴灌等方法，

每 亩 浅 浇 20- 30 立 方 米 即

可，缺肥地块可亩追施尿素

5-7.5公斤。

2、适时开展化控。对旺

长麦田，要在早春采取镇压、

中耕等措施，或喷施多效唑、

矮壮素等化学调节剂控旺促

壮，以防小麦提早拔节，受冻

后影响穗分化。

3、喷施叶面肥增强小麦

抗冻性。墒情好及无灌溉条

件的麦田，低温来临之前或

过后，推荐亩喷施磷酸二氢

钾 100ml+尿素 100g+芸苔素

内酯 5ml，可预防和减轻低温

冷害的影响。

4、灾后管理。冻害发生

后，应在气温开始回升后尽

快剥穗，调查幼穗、幼茎受冻

情况，根据受冻情况进行补

救。（1）轻度冻害可采取喷施

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补救；

（2）中重度冻害则应立即浇

水追施速效氮肥补救，可以

促进小分蘖成穗，弥补主茎

损失。一般每亩追施尿素 10
公斤左右，冻害重的麦田可

酌情增加追肥量，但每亩最

多不宜超过 15 公斤。（3）加

强病虫草害防治。小麦受冻

害后，自身免疫力下降，长势

衰弱，容易感染病虫害，抗病

能力下降，应加强小麦锈病、

纹枯病、全蚀病、茎基腐病、

根 腐 病 、蚜 虫 、麦 蜘 蛛 等 监

测 ，做 到 及 时 用 药 ，精 准 防

控，减轻灾害影响。

据《山西农民报》

小麦遇上“倒春寒”补救措施

甘薯育苗应对大风低温冻害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