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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艳 通讯员 薛锦红
耿鹏义） 近日，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区
域执法协调科联合枣林乡政府，在枣林乡
结绳焉村集市及周边农资经营门店组织开
展农资普法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结合《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
劣种子、化肥、农药的告知书》等宣传资料，
围绕三个方面现场向农资经营者和农民群
众现场讲解。明确打击重点，要形成对制
售假劣种子（如套牌侵权、无证经营）、假化
肥（如有效成分不足、伪造登记证）、假农药

（如添加禁药、无证生产）等违法行为的严
厉打击态势；压实经营者责任，要求农资生
产经营者必须依法取得资质、严把进货质
量关、规范储存管理；指导农民选购，提醒
农民朋友务必从正规门店购买农资、仔细
查验产品标识、并索要保存购买凭证以便
维权。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农资经营者和
农民群众发放了《种子生产经营者应知应
会》《肥料生产经营者应知应会》《农药使用
者应知应会》《农业机械法律法规应知应
会》《地膜科学使用和回收》《地膜残留污染
危害》等多种宣传材料 500 余份。工作人
员还向农资经营者和农民群众告知了农资
打假举报渠道，包括农业农村部门举报热
线 12316、市场监管热线 12315及枣林乡专
项举报电话 0358-8422096，鼓励广大农民
群众积极举报违法行为，规范农资市场秩
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此次联合宣传活动有效普及了农业相
关法律法规知识，提升了农资经营者的守
法意识和农民朋友的农资识假辨劣能力，
强化了社会监督，为规范农资市场、保障农
业生产安全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市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队将继续开展常态化宣传活
动，加强执法巡查联动，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和农业生产安全。

“年轻人，过来，我看看你会锄地
了不？”

6 月 18 日 早 上 10 点 左 右 ，柳 林
县 柳 林 镇 吴 家 垣 村 的 玉 米 地 里 ，70
岁 的 张 英 英 老 人 握 着 锄 头 ，招 呼 着
前来采访的记者。老人古铜色的脸
庞 上 刻 着 深 深 的 沟 壑 ，粗 糙 的 手 掌
布 满 老 茧 ，却 依 然 灵 活 地 翻 动 着 板
结 的 黄 土 。 记 者 接 过 锄 头 ，试 着 模
仿 老 人 的 动 作 将 土 块 敲 碎 ，轻 轻 培
在玉米根部，同时勾开垄沟，让土壤
保持疏松。

张英英在一旁仔细看着，不时指
导 两 句 ：“ 姿 势 不 对 ，劲 儿 没 使 对 地
方。”在张英英的耐心指导下，记者渐
渐掌握了要领。“会锄地了，可以啦！”
张英英满意地点点头，用袖口擦了擦
额头的汗珠。

谈及当下的农事，张英英打开了
话匣子：“这天儿太干旱了，好在我们
地里有水管可以浇地，水 3.5 元一吨。
我这一亩地，八个早上就锄完了，每天
早上七点来，十点就回去，锄三个小时
地。”他边说边示范着锄地的动作，将
土培到玉米根上，“锄地就是把土培玉
米根上，这样既能给玉米保墒，有利于
生长，还能顺便把嫩草锄掉。再把壕
沟勾开，要是下雨了，雨水就能顺着
流。有瞎了的苗，就顺便补个苗。前
两天看天气预报有雨，过两天都冒头
了。”

张英英的一亩玉米地与旁边不远
处的“6+2”套种模式的辣椒种植基地
形成鲜明对比：六行朝天椒整齐排列，
有的辣椒盛开着了白色小花,行距间套
种的两行玉米苗已破土，地膜在阳光
下泛着银白的光。

结合农时，不少村民正在地里忙
着给辣椒除草、除虫、施肥，做好田间
管护，为辣椒丰收打好坚实基础。

“柳林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光照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玉米和朝天
椒生长。”农民郭俊珍介绍道，“朝天椒
和玉米种植技术简单，管护容易，我们
通过扩带距、缩株距、保密度，既保证
了辣椒的产量，又多收了一茬玉米。
现在这个阶段是进行覆土工作，刚移
栽完再赶上一场雨，对咱的收成大有
益处。”

近年来，柳林县积极探索农业发
展新路径，摒弃传统的单独种植朝天
椒和玉米的方法，大力推行“6＋2”栽
植模式，即在 6行辣椒之间套种 2行玉
米，并结合地膜覆盖和水肥一体化等
有机旱作技术，走出了一条高产高效
的特色农业之路。

“以前没有机器，全靠人工栽种，
辛辛苦苦一天才能栽一千七八百株。
自从有了这个机器，不仅栽得均匀，一
台机器每天能栽三万株，成活率还能
达到 90%。”郭俊珍兴奋地说：“现在我
们朝天椒种植和玉米种植实现机械
化、精细化管理，就比如说这个水肥一
体化滴灌技术，是水和肥料通过管子
直达植物根部供给营养，经过近两年
的对比试验发现，和传统浇水相比，滴
灌技术可以使产量翻一番。”

据了解，目前柳林县浇水管网的
建设、水肥一体化智能管控、病虫害防
治等一系列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操作，
极大提高了辣椒科学化种植水平，也
大幅提升了朝天椒和玉米的产量。早
在 2022 年，柳林县就将朝天椒定为重
点农业项目，政府每亩补贴 300 多元，

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服务，种植过程中
种植户有什么问题随时能向技术人员
咨询。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柳
林县依托本土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推
动朝天椒种植发展。朝天椒丰收不仅
为农户带来经济收益，更在采摘、分
类、包装等环节带动了当地就业。周
边村民农闲时到种植基地打工，实现
家门口增收。

站在吴家垣村山梁上远眺，漫山
遍野的辣椒与套种的玉米交织成热烈
而丰盈的田园画卷。郭俊珍说：“现在
我们不仅种得好，还能加工得好、卖得
好。”

近日，孝义市兑镇镇后庄村农家妇女李宝汝正在自家庭院里，熟练地修剪葡萄枝条。近年来，后庄村以
乡村振兴为契机，将人居环境整治与庭院经济发展相结合，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植葡萄、蔬菜等作
物。

这种“庭院+经济”模式，不仅美化了村庄，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方寸地”变身“增收园”，为乡村发
展注入新活力。 李竹华 摄

热烈而丰盈的田园画卷
——柳林县推行辣椒玉米“6+2”栽植模式小记

□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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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庭院变身“增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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