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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牛谨记“十字诀”（下）

地处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重庆市万州区，“高峡出
平湖”的长江美景让人流连忘返。江面上，不久前还是
渔民的熊人建正开着船来回往返，现在他不打鱼了，而
是当起了长江“美容师”，清理江面垃圾和漂浮物。

精准施策温暖渔民心

万州区是三峡库区区域性中心城市，浩浩长江穿城
而过，全区共有445艘渔船、993名渔民。万州区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干部向宏介绍，长江禁渔以来，通过一
系列有力举措，今年6月30日万州区完成所有渔船证照
注销、船网回收交接工作，全面实现了禁捕退捕。

在禁捕退捕的同时，万州区精准施策温暖上岸渔
民人心。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任晓君
说，当地相关部门组建了“渔民转产安置保障攻坚专
班”，一对一摸排退捕渔民就业及社保情况，主动上门
帮助退捕渔民办理社保参保手续，按照推荐就业一批、
技能培训一批、支持创业一批、公益岗位托底一批的思
路开展帮扶，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

从“捕鱼人”到“护鱼人”

“我今年58岁，打了一辈子鱼。船对我来说就像

农民的锄头，放不下。”熊人建对记者说。
国家实施长江流域禁捕退捕政策，熊人建这个年

龄转产上岸不好找工作。“现在政府安排我在江上专
职清漂，可以继续在船上工作，一个月有3000多元的
收入，还可以保护长江生态。”

针对部分渔民“爱长江、护长江”的意愿，万州区
除了组建渔民清漂队，还委托第三方在渔民中招聘护
渔队员，协助渔政部门打击非法捕捞。

45岁的渔民姜东从20岁起就开始以打鱼为生，
夫妻俩勤快能吃苦。姜东告诉记者：“长江鱼越打越
少，长江禁渔我支持！”

退捕上岸后，姜东的妻子跑起了网约车，他则刚
刚应聘上了区护渔队。“我们本是捕鱼人，现在变成护
鱼人了。”姜东黝黑的脸上笑起来现出一道道褶，“捕
鱼是为生计，护鱼为了子孙。”

“我本来也可以做其他工作，但是长江养育了我
们，我对长江有感情，想为长江做点事。”姜东说。

换种方式“靠江吃江”

与此同时，一些有条件的渔民不“等靠要”，换种
方式“靠江吃江”开启了岸上新生活。

在万州区甘宁镇位于长江岸边的“老船民”农家

乐，43岁的陈文学正在给客人准备饭菜。面朝长江，
陈文学对“渡口上渔舟”的生活依然记忆犹新，“我开
船、媳妇下网，打了20多年的鱼。”

“国家禁渔政策要支持，但是上岸后怎么生
活？”这一度让陈文学犯难。自家农房就在长江
岸边，风景好；沿江公路年初修通了，城里人来方
便……陈文学看到了商机，今年 5 月退捕上岸后，
两口子养起了土鸡、办起了农家乐，“我这里江景
美，土鸡等食材原生态，5月和6月的营业额都超过
了4万元。”

截至10月中旬，万州区通过企业招聘、自主创业、
公益岗位等方式已转产安置渔民570人。任晓君表
示，接下来万州区将按照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作“百
日攻坚”计划，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应业
尽业”、特困人员“应扶尽扶”，确保今年12月30日前
实现“转产就业达到100%、职业技能培训达到100%、
养老保险参保达到100%、兜底保障达到100%”，切实
解决好退捕渔民生计问题。

因为天气转凉，和五六月份相比，陈文学的“老船
民”农家乐客人有所减少。为吸引食客，他准备买些
山羊，推出“烤全羊”特色菜肴。陈文学充满信心地对
记者说：“有政府帮助支持，只要人不懒，上岸生活一
样有奔头。”

1.水。冬季给奶牛供水不足会直接导致奶牛
产奶量下降和引发其他功能紊乱。奶牛忌饮冰碴
水，冰碴水容易引发消化不良，从而诱发消化道疾
病，严重影响其产奶量，在给奶牛饮水时最好将水
加热到10~30℃。另外，奶牛需要全天供水，而不应
按顿供水。

2.汁。冬季应该给奶牛多喂青贮、微贮或啤酒
糟等多汁饲料，从而代替夏秋季奶牛采食的青草类
多汁绿色饲料。冬季饲喂青贮或微贮饲料的奶牛产
奶量比不喂青贮或微贮饲料的奶牛多近一倍，可见
如果冬季给奶牛饲喂足够的多汁饲料可以增加其产
奶量。

3.补。由于冬季奶牛饲草料成分单一，每日在
其饲料中必须配入5~15克的钙和磷。为防止奶牛
盐中毒或由于食盐过多而带来其他不良病症，在给
奶牛补盐时尽量不要按比例加入饲料中，应让奶牛
自由舔食为宜，尽量购置盐砖和盐槽。

4.净。要做到六净，即圈舍净、牛体净、饮水净、
饲料净、用具净、空气净。冬季奶牛食枯草较多，而
枯草在收贮时易混入杂物，伤害奶牛的肠胃，因此，
在饲喂前应仔细检查饲草，剔除杂物。还要特别注
意奶牛周围环境的卫生情况。每日最好刷牛体一至
两次，使牛保持清洁，在奶牛的睡床上要经常放些干
稻草使奶牛夜晚睡得舒适，创造一个良好的卫生环
境。

5.防。防寒、防病、防缺水、防潮湿、防突然换草
换料。冬季奶牛体表易受疥螨和牛虱等寄生虫的侵
害，同时奶牛吃了一秋的青饲料，也容易使肠道感染
各类寄生虫。因此在冬初要对奶牛进行一次彻底的
驱虫防病工作。 （本报综合）

渔民退捕有力度 转产安置有温度
——重庆万州渔民退捕转产观察

新华社记者 周凯

长江三峡库区是黄连、
半夏、玄胡、木香等近百种中
药材道地产区与主产地。近
年来，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
重庆市开州区，结合实际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中药材
种植业。2019年全区在收中
药材面积12万亩，实现综合
产值10亿元，惠及37个贫困
村、8400户贫困户，帮助近3
万人实现稳定脱贫增收。

为拓展中药材产业，开
州区还积极引进和培育中药
材加工企业。截至目前，当
地中药材加工企业取得批准
文号的中成药品种达 50 多
个，形成了年产片剂 31 亿
粒、颗粒剂2亿袋、散剂5000
万袋的中成药制造能力。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为切实推进“美丽乡村”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近日，市农技总站的专家赶赴石柱县沙子镇盘龙村、
中益乡光明村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六讲”志愿服务
到基层讲科技、讲政策活动。

市农技总站果树专家杨灿芳研究员以切实推进
当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与建设美丽家园为主题，根
据当地实际作了题为“庭院经济作物栽培与管理”的
科普宣讲。郭继萱高级农艺师从保护环境保护生态
绿色生产入手，讲了“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与
安全科学使用农药技术”。两位专家用老百姓听得

懂、喜欢听的语言，将群众所想所需要的农业技术知
识以深入浅出的宣讲方式传递到农民群众的心坎
里。随后两位专家还深入中益乡盐井村、华溪村、光
明村开展产业技术扶贫指导。

接下来市农技总站的科技志愿者还将奔赴黔
江、巫山、丰都、武隆、南川等区县，结合业务工作，发
挥专业优势开展科技下乡、基层调研、指导培训等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积极投身美丽乡村建设，为
推动重庆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供稿）

“美丽乡村”志愿服务活动在石柱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龙姿含）为进一步提升巴南
区果园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技术水平，确保果业增
效、果农增收，近日，巴南区科协邀请区农技协联合
会果树专家赴二圣镇王家河村果园召开果园冬季
管理技术现场培训会，村社干部和种果大户等40余
人参加了现场培训。

本次培训，通过集中授课讲解、现场操作示范、
果农互动问答和入户指导等形式深入果园一线，全
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冬季果园管理技术培训。一是
结合二圣镇实际推广讲解适宜种植的良种梨、桃、

李及柑橘等新品种。二是在桃园现场进行除草施
肥、防治病虫和整形修剪等实用技术操作示范，手
把手教果农拉枝整形。三是亲赴70多岁老果农李
万应的家庭樱桃园进行入户指导，仔细查看樱桃树
的生长情况后，针对李万应咨询的樱桃开花不多、
产量不高等问题，提出深沟排水、除草施肥和防治
病虫害等田间管理相结合的解决办法。

区科协将继续组织专家、技术人员深入果园一
线，切实帮助果农解决果园冬季管理技术难题，助
产增收。

巴南区科协组织专家开展果园冬季管理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