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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 繁

涛，遇事不要紧张，那样会影响你

的病情。”10 月 22 日，灵石县南关

镇师家沟村的孟庆平一边整理刚

收的玉米，一边叮嘱患癫痫的儿子

孟繁涛。

孟庆平介绍，孟繁涛发病时，整

个人蜷缩起来，脑袋深深埋起来，四

肢不受控制地抖动，手指不自觉地

变形……无意识的抽搐中，孩子经

常会抓破自己的脸，腿上脚上也全

是伤痕。孩子难受，做父母的更是

疼在心里，他们只能从后面紧紧抱

住孩子，或者将孩子的头紧紧按在

自己的胸口，然后硬生生地挺过一

次又一次的病情发作。

孟庆平回忆，繁涛 1 岁时第一

次发病，那时只是轻微抽搐，去医院

检查才知道孩子患的是癫痫。多年

来，家里人为了控制孩子的病情想

尽办法，医院不知去了多少次，钱也

花 了 不 少 ，但 效 果 不 是 很 明 显 。

2018 年邻居们说，临汾癫痫病医院

治这个病效果不错。随后，他就带

着孟繁涛去该医院就诊。经治疗，

繁涛的病情得到缓解，但这些年，繁

涛住院、吃药，也给他的家庭带来沉

重的负担。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为繁涛看

病的时候，孟庆平的爱人也生病住

院，还做了一次较大的手术。因为没

有固定工作且要照顾孩子和爱人，孟

庆平现在只能靠在家门口打零工和

种地维持生活。

“孩子对于父母而言，是生命

中最珍贵的宝贝。孩子是父母生

命 的 延 续 ，是 父 母 对 未 来 的 希

望。他们的快乐，他们的成长，时

刻牵动着父母的心。”孟庆平说，

“这些年，为了给繁涛看病已经花

了 20 多万元。孩子接下来的后续

治疗对于我们家来说无疑是个无

底 洞 ，希 望 社 会 上 的 爱 心 人 士 能

伸 出 援 手 帮 帮 我 们 ，帮 我 们 渡 过

难关。”

“孩子的成长，时刻牵动着我的心”

本报讯 （记者 史俊杰 通讯员

郭佳丽） 秋风起，高粱红，走进祁县城

赵镇郑家庄村，高粱红遍田间地头，穗

子压弯了腰。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

收割机正在田野上来回穿梭，丰收的

喜悦与火红的高粱构成一幅喜庆的丰

收图景。

时下，正值高粱丰收时节。近年来，

祁县大力为保障粮食安全，积极改变传

统种植方式，推广高产有机旱作技术，高

粱产量逐年提升。祁县方金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李永明介绍，祁县县委、县政

府提出大力发展祁县高粱产业后，经过

县农业农村局技术指导，2021 年正式成

立方金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流转160余亩

土地种植高粱，到 2023 年已发展到 2700

余亩。

在祁县三禾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高

粱收购库里，祁县方金种植专业合作社送

来的高粱被称秤入库。合作社采用“党建

引领、合作社牵头、企业支撑、农户加入”

的模式，鼓励、引导广大农户种植高粱，发

展祁县高粱产业，今年每亩产值约 1800

元，农民迎来了丰收年。

近年来，祁县结合当地白酒产业对

酿酒高粱的市场需求，稳步推动高粱产

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特别是在高粱单

产提升工作上，祁县农业农村局予以高

度重视，在祁县方金种植专业合作社专

门建设高粱高产高效示范田，种植示范

新品种汾粮3号。李永明表示，今年干旱

严重，合作社得益于实施高粱单产提升

项目，产量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10 月 17 日，祁县农业农村局到祁县

方金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高粱高产高效

示范田间测产验收工作。现场通过取样

收割、量长、脱粒、称重、测定含水率等流

程，当场计算出田块实际折干折净的产

量，测产亩产平均约624公斤，比对照田增

产17.4%，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祁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革非

表示，该局高度重视高粱单产提升工作，

通过推广有机旱作技术提高水分的利用

率；通过降低化肥的使用量，叶面喷施液

态氮肥技术，提高养分的利用率；通过防

治结合，以预防为主、防治为辅的原则，实

现绿色可持续发展；通过单产提升项目，

不仅带动周边区域均衡发展，也促进了粮

食产业节本提质、增产增效，促进了祁县

种植业高产高质高效发展。

祁县积极推广高产有机旱作技术见成效

高粱喜丰收 映红致富路

本报讯 （记 者 马 永 红）

近日，寿阳县平头镇李家山村举

办第三届金秋文化节。村民们用

自编自演的广场舞、晋剧、歌曲、

二胡伴奏、评说等节目庆丰收、贺

重阳。晋中市楹联艺术家协会的

书画家们以李家山六景为载体，

创作的书画作品美轮美奂，吸引

了村民纷纷驻足观看。现场，还

举行了李家山村日间照料中心揭

牌仪式，李家山村村志签约仪式，

并为村民拍摄了全村福照片。

李家山村作为寿阳县的典

型代表，近年来在乡村振兴和人

居环境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2021 年被授予县级“人居环境示

范村”荣誉称号，2022 年获得县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文明村”

荣誉称号。在村委会的带领下，

该村深入实施绿化美化、路灯路

牌建设、卫生厕所改造、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等一系列工作，使得

村庄的环境更加美丽干净，村民

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该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金秋文化节的举办，不仅为村

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才艺

的平台，同时也展现了李家山村

发展的成就和村民们崭新的精

神风貌。

本报讯 （记者 马永红） 10

月 21 日至 22 日，在为期两天的 2023

年丰收采摘节暨首届直播电商技能

创业创新大赛中，百余位电商达人

集聚平遥县朱坑乡南依涧村，为当

地的农特产品进行直播带货，助推

该村果农增收。

此次大赛由平遥县工信局主办，

项目以乡村e镇建设为背景，着重培

养和建设直播电商人才队伍，提升职

业技能和就业创业服务水平，帮助果

农实现绿色消费新需求，推动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

比赛中，参赛选手发挥各自的

优势，通过短视频创作和现场直播

带货的方式，为南依涧村的苹果推

广带来广泛知名度。初赛和决赛

总共吸引了 27 万人（次）的观看，

销售额达到 3 万余元，视频总播放

量超过 5000 万。同时，21 名电商

达人及带货主播与当地果农签订

长期助农协议，29 位短视频拍摄

博主也将长期宣传南依涧村的农

特产品。

该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电商直播带货的形式，能够为农特

产品的推广和销售带来新机遇，对

于乡村振兴和电商产业的发展都具

有积极意义。未来，平遥县将进一

步加强乡村e镇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培养更多直播电商人才，推动农业

产业升级和农民收入增加，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

电商达人为农特产品“代言”助推果农增收

收割机抢收高粱 通讯员 郭佳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