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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未尽，文水县孝义镇
马东村的村民们已经纷纷开始
清理羊圈、牛舍，将一车车腐熟
的牛羊粪运往农田，这些昔日
农家常见的“废弃物”，如今成
了春耕备耕的“香饽饽”。

在马东村，一眼望去，广阔
的田野上堆放着一座座小山丘
般的农家肥。这些粪堆与周围
新翻的泥土交织成一幅生机勃
勃的春耕图。“过去用化肥，地
越种越板结，现在用农家肥，土
松软得很，连浇水都省劲。”村
民张建军熟练地翻耕着土地，
将农家肥均匀地掺入土壤中。

张建军是马东村的一位老
农民，种地已有 38 年。他向记
者介绍说：“每年春天，我们都
会把牛、羊粪拉到田里。这些
农家肥不仅肥效长，还能改良
土壤结构，减少病虫害。用上

农家肥，庄稼的长势就是好，产
量也高。”

张建军说：“这些年，政府大
力推广绿色农业，我们村里人也
越来越注重环保施肥。用农家
肥代替化肥，既能减少环境污
染，又能提高农产品的品质。”

郝大娘告诉记者：“我们家
养了二十几头牛，每年都能积
攒下不少牛粪。这些牛粪可是
宝贝，用来施肥效果很好。”

除了农家肥的广泛应用，
为 了 推 动 绿 色 春 耕 的 深 入 开
展，孝义镇政府还组织农业技
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村民
们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
技术人员们耐心地向村民们讲
解农家肥的腐熟方法、绿肥作
物的种植技术以及病虫害的绿
色防控措施等实用知识，以提
高农民种粮产量。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宇） 近年
来，交城县洪相镇紧紧围绕乡村振
兴战略，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社
会治理这些方面持续精准发力，稳
稳当当地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如
今，一幅产业兴旺、环境优美、治理
有序、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正
慢慢铺展开来。

一走进洪相镇，就能感受到这里
生态宜居的新面貌，乡村早已不是过
去的模样，到处充满生机。眼下，农
村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正干得热
火朝天，这就好比给乡村疏通了“毛
细血管”，让村子里变得更加干净漂
亮。洪相村的村民李世成感慨地说：

“我在这村子住了大半辈子，村里的
变化我都看在眼里。以前垃圾全靠
风吹走，污水只能自然蒸发，现在村
里有了垃圾桶，还有专人打扫卫生，
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

环境整治给乡村发展打好了基
础，产业发展的热潮也在洪相镇涌

动起来，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
动力。交城县润发农牧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闫建龙说：“咱家乡自然资
源这么丰富，可乡亲们辛苦干活却
挣不了多少钱，我就一直想着怎么
改变这种情况。偶然了解到大棚种
植这个产业，发现前景很不错，就下
定决心要干，带着乡亲们一起打拼
出个好未来。”作为乡村振兴的带头
人，闫建龙这几年一门心思扑在大
棚种植上。在他的努力下，大棚规
模越来越大，不仅带来了很好的经
济效益，还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了
不少工作机会。

产业能发展得这么好，离不开
稳定的社会环境。平安建设就像给
洪相镇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固的
堡垒，让这里一片安宁祥和。交城
县安定村党委书记兼村主任王鹏飞
介绍说：“我们充分发挥网格员和调
解委员会的作用，仔细分析各种可
能出现的风险，同时加大法治宣传

力度，让大家都知道平安建设有多
重要，增强村民的安全意识和法律
观念。”

在乡村振兴这条大路上，洪相
镇正朝着产业强、乡村美、百姓富的
目标全力奔跑，成为新时代乡村发
展的亮眼榜样。交城县洪相镇党委
书记吕岗表示：“这些年，洪相镇找
准发展定位，一心盯着高质量发展，
朝着乡村全面振兴这个大目标，补
齐自身短板，巩固优势，想了不少办
法，实实在在地干了很多事。接下
来，我们镇会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
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及历次全会精
神，坚持党建引领，保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节奏，鼓足干劲、真抓实干，让
生态环境更宜居，推动产业升级，不
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为交城县在转型发展中 出新路、
挺进全省第一方阵贡献我们洪相镇
的力量 。”

本报讯（记者 李艳 通
讯员 薛锦红 耿鹏义） 连日
来，在离石区枣林乡、交口街
道各大街小巷、乡村集市、农
资门店和居民院落，总能看到
一行身穿“农业执法”制服的
忙碌的身影。他们或在居民
往来频繁的街巷醒目位置张
贴《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
信》等宣传资料，或向乡村集
市人员聚集的人群现场宣传

《如何辨识真假种子、肥料等
农资》，或深入农资经营门店
宣传涵盖种子、肥料、农药、农
业机械、农用薄膜、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和农产品质量等
内容丰富的法律法规和生产
经营者应知应会知识，或通过
农村“大喇叭”播放警惕流动
商贩骗术和农资选购“三要三
不要”音频资料......他们就是
吕梁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执法工作人员。

春节过后，春回大地，气温回
升，正是春耕备耕好时节，农用物资
销售即将进入旺季，但这个阶段也
是各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以次充
好、坑农骗农的关键时间。为切实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障春耕备耕
工作顺利开展，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队早安排、早部署、早行动，联合
离石区农业农村局及相关乡镇、街
道，以普法宣传为先导，以执法监管
为保障，盯农资市场风险点，开展了
一系列农业法律宣传和农资市场监
管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春耕生产，确
保粮食安全“开门稳”。

层层传递，扩大宣传范围。指
导各乡镇、街道通过工作部署会等
方式，将宣传资料内容和精神详细
讲解给村、支两委成员，再由各村

通过入户等方式向村民宣传农资
真假辨识方法，谨防上当受骗。通
过这种层层传递的方式，确保宣传
覆盖到户到人，提高农民朋友辨识
能力。

摸清集市，掌握游商动态。指
导各乡镇、街道摸清辖区内集市时
间，全面了解游商情况。这不仅有
助于后续对农资经销商（包括门店
和游商）摸底排查，还为后期执法检
查提供有力支持，精准打击售卖假
劣农资和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

示范带动，发挥引领作用。充
分发挥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作用，
在对示范户宣传讲解的基础上，发
动示范户向周边居民开展宣传，带
动周边村民抵制游商小贩和假冒伪
劣农资，形成以点带面的宣传效果。

聚焦重点，提升普法实效。针
对“农资忽悠商”骗术特点，张贴、发
放《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为
各乡镇、街道提供宣传资料音频文
件，由各村利用“大喇叭”循环播报，
提醒农民警惕骗术，牢记“三要三不
要”和维权渠道。警惕骗术即，谨防
流动商贩以“专家授课”“厂家直销”

“赠礼促销”等名义兜售假劣农资。
“三要三不要”即，“三要”：要选择证
照齐全的正规门店；要查验产品标
签、合格证及有效期；要索要销售凭
证并妥善保存；“三不要”：不要购买
流动商贩和无证经营产品；不要轻
信广告和推荐；不要接受无明细收
据。维权渠道即，遇问题及时向农
业农村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
报。

本报讯（记者 梁瑜） 近年来，中阳县探索实
施“千万养怡”助老项目，由县财政投资 1000 万
元，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制度保障等养老服
务，日均服务老年人 3000 余人次，探索出了城乡
养老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

该县“千万养怡”助老项目建立多方联合共筹
资金的运作体系。一是政府投资一点，纳入财政
统筹一般预算。落实运营、取暖、就餐补贴政策，
明确运营补贴用于解决优先从脱贫户、监测户中
遴选的养老护理员公益岗工资，取暖补贴用于解
决养老服务设施冬季取暖问题；就餐补贴对象为
65 或者 70 周岁以上老人和鳏寡孤独残等弱势群
体。二是集体补贴一点，行政村集体收益资金用
于解决养老护理员岗位工资，据实补贴养老服务
设施损耗及水电费等支出。三是个人缴纳一点，
村集体根据经济状况、老年人年龄结构以及数量
等实际情况制定收费标准。四是家庭支持一点，
引导子女履行赡养义务，鼓励子女为父母代缴用
餐费用；子女可将自种农产品按市价折抵，同时起
到助农增收减支作用。五是社会捐助一点，各村

（社区）动员企业、乡贤能人、基金会等捐赠助老，
包村扶助，根据养老服务机构资金状况对运营仍
有困难的村、社区予以适当捐助，大企包大村、小
企扶小村，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可持续
性。

建立覆盖全县的各类型养老机构。建设城市
养老服务中心，以“公建民营”的方式运行，开展短
期托养、长期托养、日间照料、老人餐厅、健康管
理、适老文娱等服务，托管供养五保户老人，同时
也面向社会收费托养老人、提供助餐和日间照料
服务。打造社区老年餐厅，根据社区老年人结构
数量，配备餐桌、餐具设施和工作人员，制定食谱，
荤素搭配，保证老年人营养均衡，最大程度上方便
老年人需求。运行行政村日间照料中心，利用村
集体房屋或租赁村内闲置房屋，为行政村 65周岁
以上或者 7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助餐服务，每日上
午、下午各一餐，解决子女外出工作无法照料父母
的后顾之忧，倡导尊老敬老的民风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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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农事兴
马东村里备耕忙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交城县洪相镇

乡村振兴绘就美好新图景

开展普法宣传 护航春耕备耕
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多措并举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在农资门店内进行普法宣传

一车车农家肥成为春耕备耕的一车车农家肥成为春耕备耕的““香饽饽香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