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棍蓟马的防治方法

茶棍蓟马（

Dendrothrips mi鄄

nowaiPrie sner

） 又名茶棘皮蓟
马，属缨翅目蓟马科。该虫在信
阳茶园发生面积越来越广，为
害逐年加重， 已由次要害虫上
升为主要害虫。茶棍蓟马以成、

若虫锉吸茶树嫩叶嫩梢， 受害
叶片正面发黄干枯无光泽，背
面布满褐色小点及条状疤痕，

叶片变小，抑制芽叶萌发，严重
影响茶树长势及茶叶产量和质
量。

防治方法：

(1)

农业防治。 加强田间管
理，及时合理采摘，能有效地控
制该虫的虫口密度，起到防治该
虫的作用。

（

2

）防治指标。每百梢虫口
数量为

100

头，虫梢率大于
40%

。

（

3

）物理防治。茶棍蓟马成
虫多时（虫体黑褐色），茶园每亩

用黄板
25

张—

30

张诱杀成虫。

（

4

）生物防治。在湿度高的
季节或地区，选用白僵菌

50

倍—

70

倍液、苏云金杆菌
500

倍—

800

倍液进行喷雾防治，安全间隔期
3

天—

5

天。

（

5

）化学防治。超过防治指
标时，及时喷洒

10%

溴虫腈悬浮
剂

1000

倍—

2000

倍液，安全间隔
期为

7

天；

15%

茚虫威乳油
2500

倍液， 安全间隔期
14

天；

30%

唑
虫酰胺乳油

1500

倍—

2000

倍液，

安全间隔期为
14

天；

10%

联苯菊
酯乳油

3000

倍液， 安全间隔期
7

天。发生特别严重的茶园，越冬
虫口基数较大，于秋茶结束后喷
施石硫合剂封园，可有效地减少
来年茶棍蓟马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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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买卖也能挣大钱

———南向店乡农民外出做“烧饼”走上致富路

你可能看过电影《一个馒头
引发的血案》，但你可能没听说过
“一个烧饼引发全村群众致富的
故事”。然而，在光山县南向店乡
蔡冲村就演绎着这个“烧饼”致富
的真实故事：全村一共

500

户，

400

户以上都靠做烧饼致富。今年
4

月
29

日， 河南新闻广播电台对此做
专题报道。

在蔡冲村， 我们随机走进几
户农家， 他们的家庭成长故事大

都与外出做“烧饼”有关。村主任
沈世和告诉记者：“夫妻两个做烧
饼一年就能挣

10

万块钱左右。地
点大部分是在北京、南京、成都、

长沙、乌鲁木齐等，仅在乌鲁木齐
大概就有

20

多家。”

做“烧饼”致富的故事与南向
店乡率先富起来的农民家庭有很
深的渊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蔡冲农民外出做“烧饼”致富经验
的辐射和带动下， 全乡每年有八
成以上农户外出做“烧饼”，全乡
富起来的农民家庭， 基本上都有
过做“烧饼”的经历，与“烧饼”结

缘。 家住蔡冲村晏洼村民组的老
李深有感触地说， 夫妻二人外出
做“烧饼”，一年弄个

10

来万块钱
不成问题， 如果生意好的话，一
年能挣

20

来万块钱。 他说， 他在
外做“烧饼”

10

多年了，供养出了
一个大学生， 盖起了漂亮的小洋
楼，买回了小轿车，现在老了，回
家接送孙子上学，让儿子、媳妇接
着干，自己享受天伦之乐了。像他
这样的家庭全乡有很多。 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全乡每年还有万人
以上外出做“烧饼”、做早点，成为
南向店乡几代农民经久不衰的致

富产业。

“要想快脱贫，外出做烧饼”。

这是南向店乡几代农民从几十年
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上总结
出来的致富实践， 已被许多村民
认可。而今，在精准扶贫攻坚工作
中，该乡党委、政府对于做“烧饼”

致富这条途径，按照“短、平、快、

稳” 的原则， 在大力推广蔡冲村
“烧饼” 产业快速致富经验基础
上，通过先富带后富、亲带亲、户
帮户、邻里帮“穷亲”等方式，让有
做“烧饼”经验的农户“牵手对接”

贫困户， 为最后一批贫困农户传

“经”送“宝”，做好“传、帮、带”，帮
助他们走上“烧饼”产业，实现脱
贫致富目标。

据该乡负责人介绍，目前，全
乡精准脱贫攻坚的号角已经吹
响，“烧饼” 致富的故事只是脱贫
攻坚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推广这个经验，也就是让“先走出
去”的一批人，从做“烧饼”起步，

将自己的“烧饼”产业做大做强，

进而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大胆走出
去，靠着这批“烧饼”大户的帮助，

在脱贫攻坚的致富路上， 奔向小
康社会。

商城县：核查贫困户重在“准”

本报讯（李代龙杨绪伟）近
几天， 商城县卫生局干部张勇开
始下乡忙起来了， 这一次他不是
到各村检查卫生防疫工作， 而是
按照全县统一安排， 到河凤桥乡
新桥村开展脱贫攻坚“五清”核查
工作。

“目前对这一户的帮扶措施
是低保和养老保险， 下一步你们
准备对这一户采取啥帮扶措施？”

“根据这家实际情况，下一步准备
通过种植养殖以及光伏发电实施
精准扶贫。”张勇和同事一边认真
查看着全村贫困户的家庭人员、

致贫原因、 收入来源以及帮扶责
任人、帮扶措施等信息，一边就存

在的疑惑仔细询问着村支书、驻
村第一书记相关情况。 用了将近
三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核查完了
全村贫困户的基本信息， 随后张
勇便带着材料开始一家一户走
访，去面对面登记核实有关信息。

“新桥村是
45

户
94

人，我们想
通过入户、对照资料如实核查，把
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清理出去，符
合条件的一律加上去， 争取让他
们在脱贫路上一个不能少， 一个
不能掉队。”张勇说。

商城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
县有贫困人口

5.3

万人，

74

个贫困
村。 如何让每一个贫困户都能脱
贫？ 该县把精准识别放在了第一

位。据了解，近期该县有
300

多名
县直机关干部被抽调到县“五清”

核查工作小组， 分别前往全县的
每一个贫困村， 认真核查现有贫
困户的基本情况，真正做到“一户
一档”底子清、脱贫措施清、村书
记心里清、帮扶责任清、脱贫轨迹
清的“五清”。

因为夫妻俩都患病， 商城县
黄柏山管理处枣树榜村村民林孝
明于

2012

年被确定为贫困户。这
两年林孝明夫妻身体状况有些好
转，开始外出打工，一年就能挣五
六万块钱， 去年他还在老宅基地
上建起了两层小楼房。 村里在经
过核查之后， 决定把林孝明一家

从贫困户名单里去掉。对此，林孝
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而同村的肖扬莲因为两个女
儿正在读大学、 一个儿子上六年
级，自己还患有腰间盘突出、甲状
腺肿大两种病， 仅靠丈夫余培春
一人外出务工，家庭经济困难，在
这轮核查中被确定为贫困户。“村
里帮我解决一万多块钱改造危
房。我有病还帮我解决低保了，等
我的两个孩子毕业了， 我想我的
日子慢慢会好过点了。”肖扬莲感
激地说。

“以往的扶贫，就是村里面修
修路、修修塘之类的，逢年过节的
时候给贫困户发点钱、发点物，没

有针对性制定帮扶的措施， 表面
上看在扶贫， 却造成了年年扶贫
年年贫的局面。”枣树榜村村支书
林友力告诉记者，“这一轮的扶贫
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到了精准二
字， 精准扶贫真正抓住了扶贫工
作的牛鼻子。”

据统计， 商城县在该轮核查
中， 共核查出了

3436

户不符合贫
困标准或已脱贫的贫困户，同时
又将

3128

户重新纳入贫困户。下
一步， 该县将在精准识别的基
础上，按照精准扶贫一户一策的
要求， 为贫困户量身定制脱贫规
划，帮助他们脱贫，最终实现全面
小康。

竹竿镇人大代表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罗华）自精准扶贫
工作开展以来， 罗山县竹竿镇把
精准化作为扶贫攻坚的基本导
向， 积极组织引导全镇人大代表
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不
断扩大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
覆盖面， 有效加快了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进程。

该镇把“人大代表走访选民
活动”与“挂包帮”“转走访”工作
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工作方案，明
确工作原则、 步骤阶段、 时限任
务， 确保每一个村委会有领导干
部挂点、有单位部门挂包、有人大
代表结对帮扶。同时，按照“就近、

方便”的原则，广泛开展结对帮扶
工作，每个镇人大代表联系

2

户贫
困户， 详细了解贫困群众家庭状
况、致贫原因、劳动技能、亟待解
决的问题等， 进一步摸清贫困村
贫困户“家底”，找准贫困村贫困
户致贫的“症结”，理清贫困村贫
困户脱贫的“思路”，帮助制定切
实可行的帮扶措施，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工作助力。

截至目前， 该镇
68

名人大代
表与驻村干部一起，共同走访了

5

个贫困村、

300

多户贫困户、

1000

多人，为全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提供科学、详实的决策依据。

平桥区厉兵秣马防大汛

本报讯（饶学立）日前，平桥
区通过加强汛前检查和人员物料
准备，全面落实各项防汛责任制，

认真做好防汛工作， 确保辖区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加强汛前检查。

3

月下旬，该
区水利部门抽调人员成立

9

个汛前
检查小组， 对全区

131

座中小型水
库进行了“拉网式”检查，共排出存
在各种病险情的小型水库

16

座。检
查小组将检查情况及时反馈给相
关乡镇， 要求在汛前对查出问题
的小型水库立即进行整改。

落实防汛责任。 该区严格落
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
项防汛责任制， 调整了区防汛抗
旱指挥部和五座中型水库、淮河、

河、平桥城区、出山店水库等
9

个防汛分指挥部的领导小组成
员，区长、副区长分别担任总指挥

部和各分指挥部指挥长。各位副区
长分别担任

5

座中型水库和
41

座小
（

1

） 型水库的防汛行政责任人，各
乡镇（办事处、管理区）行政主职和
副职分别担任

85

座小（

2

）型水库的
防汛行政责任人。同时，完善了防
汛责任卡，落实了技术责任人和管
理责任人，将防汛抗旱责任和任务
贯穿到防汛抗旱工作的全过程，

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充实防汛物料。 该区防汛办
对全区中小型水库防汛物资需储
备的数量进行了科学计算， 及时
充实防汛物资储备的品种和数
量。目前，区防汛仓库已储备编织
袋

5

万条， 土工布
1600

平方米，救
生衣

160

件，橡皮艇
2

艘，铅丝
5

吨，

应急抢险发电机组
1

套、专业救援
用抛绳器

1

套、手电及探照灯具
18

只，帐篷
11

顶，钢钎
45

根，洋镐
30

把，雨伞
400

把，中继电台
1

台，对
讲机

6

部。

5

座中型水库已储备麻
袋

1.4

万条，编织袋
1.79

万条，木桩
900

根，砂石料
200

立方米，铅丝
4.3

吨，铁锹
550

把，救生衣
235

件，应
急发电机组

４

套。各乡镇按照“分
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采取
“备而不集”的办法，发动群众就
地取材， 储备了一定数量的编织
袋、木桩等防汛物料。区供销、物
资局等部门也按要求储备了防汛
物资。

建立防汛队伍。 该区防汛办
成立了

30

人的机动防汛抢险队
伍， 各乡镇也成立了以青年民兵
为骨干的应急抢险队伍

23

个，共
920

人，并登记造册，落实到人，加
强演练。 区人武部主动与当地驻
军联系，积极寻求支持，使全区上
下形成政府统一指挥， 当地驻军、

抢险队伍和广大群众相互配合、协
调抗洪的三位一体联防体系。区防
汛指挥部根据防汛工作需要，统筹
调配各乡镇防汛物料、车辆、人力，

确保抗灾除险工作有条不紊。

5

月
25

日，该区在尖山水库举行了
2016

年抗洪抢险军民联合演练，驻信解
放军某部工兵团舟桥连和平桥区
民兵应急连共

200

余名官兵参加
了演练， 演练活动达到了预期目
的，取得了良好效果。

完善防汛预案。 该区进一步
细化和完善水库安全度汛、 河道
防洪抢险、山洪灾害防御、城镇内
渍排涝、群众转移避险等

5

个方面
的应急预案，形成“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的预案体系。严格落实汛
情监测报告制度， 坚持

24

小时值
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 确保汛
期通信畅通。 水利部门加强与气

象部门的联系，及时向区委、区政
府提供雨情、水情、工情等第一手
防汛资料。 沿河各乡镇严格落实
汛期河砂禁采规定，加强对淮河、

河等重要河段的巡堤防守，抓
紧河道清障，消除堤防险情隐患，

确保河道防洪安全。 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小型水库， 严格执行调度
运行计划， 并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
守，增加巡查频次，确保水库度汛
安全。

加强工程管理。 该区对在建
的水库除险加固和河道治理等水
利工程，分别制定应急度汛预案，

储备防汛物料， 组织抢险队伍全
力确保在建水利工程安全施工、

安全度汛。 出山店水库周边乡镇
也分别制定了应急避险方案，预
先选定转移路线和避险点， 组织
群众进行紧急避险演练。

槐店乡企业帮扶再发力

本报讯（新宇李玲玲）为充
分发挥企业在产业扶贫中的示范
引导作用，推进产业扶贫出成效，

实现“扶真贫、真扶贫”，近日，光
山县槐店乡政府携手联兴油茶
公司在陈洼村举行精准扶贫帮
扶现场会， 由联兴油茶公司出
资，为陈洼、大栗树、晏岗等村的
23

户贫困户免费提供
19000

株油
茶种苗， 为

6

户贫困户提供
100

只
小山羊。

作为光山县油茶产业的龙头
企业， 联兴油茶公司积极参与贫
困户帮扶活动， 多途径助力精准
扶贫工作。一是让利于民，加大贫
困村荒山荒地流转工作力度，在
陈洼、大栗树、晏岗等

5

个村共流
转土地

1.73

万亩， 让农户提高收
入。 二是依托产业优势吸纳贫困
人口就近就业， 在油茶培育、施

肥、管理、采摘等过程中，优先为
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
位，人均年增收

2400

元。三是发挥
技术优势，公司倡议贫困户“门前
屋后一亩茶”，免费提供油茶种苗
和小山羊，并长期无偿提供种植、

养殖技术指导， 以技术扶贫带动
脱贫。四是多次走访、慰问周边的
贫困户， 参与捐资助学等多项社
会公益事业， 并协助完善村级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在公司
基地周边贫困村修建砂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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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使“企业带贫”落到实处。

今年以来，该乡立足实际，将
产业扶贫作为带动贫困户脱贫的
重要抓手之一，联合企业，共同发
力，帮助贫困户树立信心，并提供
必要的物质资助， 确保扶贫攻坚
取得实效。

连日来，光山县斛山乡邱大湾村众森合作社农民果园，吸引了北京、上海、黑
龙江、深圳、郑州等地的客商前来收购鲜桃，同时各地游客也纷纷组团进园?摘
鲜桃。据了解，该合作社鲜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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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种植面积
10500

亩，这种早超红、夏之梦
等新品种鲜桃比常规桃提前一个月上市，销售市场火爆，加快了当地农民脱贫致
富的步伐。 谢万柏摄

河港镇
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本报讯（周以丽）日前，河
区河港镇针对深山区山高坡
陡、群众居住分散、汛期来临易
引发地质灾害的实际情况，进一
步强化底线意识， 落实监管责
任，对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切实做
到超前谋划，有备无患。

强化领导抓落实。该镇把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作为近期工作
重点， 结合实际完善了防治预
案，召开了由班子成员、驻村干
部、 各村支书参加的专题会，要
求各村党支部书记亲自抓，村干
部包户抓，按照职责积极协助做
好防灾减灾工作。

宣传教育抓基层。该镇坚持
在每周一例会上学习防御地质
灾害知识，并定期组织农中心工
作人员和包村干部下村入户宣
讲应急预案知识，动员群众参与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明确紧急撤
离信号。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镇、

村、组三级群策群防体系，充分
调动群众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的积极性，增强群众群策群防
意识。

排查隐患抓重点。该镇多次
组织相关人员对辖区内可能崩
塌、滑坡及泥石流的隐患点进行
全面巡查和动态监测，并完善检
查记录，密切监视。对白庙村大
庙组、前湾组等重点隐患点进行
登记，制定预案，并及时将明白
卡发放到受威胁人员手中。在灾
害易发地段设置警示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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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病险水库边设立安全警示牌
20

块，设置紧急避险点
8

处。

信息传达抓及时。该镇认真
落实汛期值班制度和灾情速报
制度，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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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领导带班、干
部值班制度，保障值班电话联络
畅通，一旦发生地质灾情，及时
上报， 并迅速组织抢险救灾，防
止灾情扩大。

小茴店镇推广秸秆综合利用

本报讯（郑天震）为切实做好
秸秆禁烧工作，日前，息县小茴店
镇采取有效措施，在全面推动秸秆
禁烧工作的同时，大力推广秸秆综
合利用，受到了辖区群众的赞誉。

入夏以来， 该镇进一步加强
网格化布控，实施包保责任制，建
立“镇督导、村负责、组为主，镇干
部包村、 村干部包组、 组干部包
户”的包保责任体系，强化镇、村、

组三级管理网格主体责任。 采取
“盯人、盯地、盯秸秆、盯机械、盯
重点时段”的办法，确保禁烧工作
“空间覆盖无空白、职责落实无盲
点、监督管理无缝隙”。同时，大力
推广秸秆综合利用， 从源头解决
秸秆禁烧问题， 以秸秆机械粉碎
还田玉米贴茬播种为重点， 积极
与万华合作，打捆作业，消除焚烧
隐患。

□

本报记者周海燕
通讯员何军

箭厂河乡扶贫合作社社员获分红

本报讯（占新玲）近日，新县
箭厂河乡仁畈村扶贫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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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养殖淮南猪的贫困社员，在
新县金兰牧业公司领到了属于自
己的首批股利分红。 一位刚领到
分红的贫困户兴奋地说， 没有想
到，加入合作社果真能分到红利。

看来加入合作社这事，咱选对了。

新县金兰牧业公司是以养殖
淮南猪为主的农业畜牧企业。近
年来，该公司积极响应县委、县政
府的脱贫攻坚号召， 积极与箭厂
河乡党委、政府联系，主动将该乡
仁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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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户贫困户农民纳入
企业淮南猪扶贫养殖合作社，并
传授淮南猪养殖技术。 在企业的
带动下， 许多贫困户开始了淮南
猪养殖。这次首次分红，就是合作

社首批股利分红的一部分。 该乡
贫困户为表达谢意， 还专门给金
兰牧业公司赠送了“扶贫功臣、造
福百姓”的锦旗。

金兰牧业公司负责人表示，

扶贫济困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
任，今后将加大帮扶力度，为贫困
户脱贫致富做出更大贡献。 这次
公司向贫困户社员发放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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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元分红资金，标志着公司实施“公
司
+

合作社
+

贫困户”的扶贫模式
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我们将按照
“公司

+

合作社
+

贫困户” 的产业
发展模式， 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
信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认真落
实精准扶贫政策， 让老百姓得到
更多实惠， 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做出积极贡献。

信阳

脱贫攻坚

新闻大赛

农技推广

□

市农科院赵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