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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又名奶牛红眼
病。其特征为眼角膜和结膜发生明显的炎性症
状，病初期结膜眼睑肿胀，羞明流泪，在角膜
上发生白色或灰白色小点。

一、临床症状
病初奶牛的患眼羞明、流泪，眼结膜潮

红、充血、肿胀、疼痛，眼睑半闭合，呆立。
大量流泪使颊部有泪痕。角膜或巩膜为深红
色。症状出现2～3天后，角膜中央及附近出
现直径2～3毫米的环形小白斑，不透明白斑
扩大，突起，患部周围角膜粗糙、增厚、混
浊。分泌物呈脓性，眼睑闭合。在症状出现

4～6天后，急性炎症缓和，从角膜周边部开
始发生血管扩张和增生，新生血管至角膜中
央，角膜变化减弱，逐渐不透明，病程一般为
10～20天，重症患牛可形成角膜翳不及时治
疗导致失明，失去饲养价值。

二、防治措施
1.预防措施：
(1)彻底清除厩肥，定期更换卧床垫料，

加强环境消毒和带牛消毒。每天两次清理牛粪
尿，一周更换一次牛床垫料，每周一次3%火
碱喷雾消毒牛舍和0.02%的过氧乙酸带牛消
毒。

(2)在蚊蝇滋生的夏秋季节做好防蝇灭蝇
工作。在夏秋季节，牛场蚊蝇滋生的地方如牛
的站槽、集粪沟内、牛卧床前沿用除癞灵1%
每周喷洒一次，消灭虫卵，在牛舍周围蚊蝇出
入处定期洒放灭蝇王消灭成虫。

(3)分群饲养，注意饲养密度。育成牛按
照月龄和体重进行分群管理，并注意饲养密
度，夏季遮阴避免日光直射，冬季做好防风保
暖工作，防止贼风偷袭。

(4)加强饲养管理，做好饲槽管理工作，
定时清槽和槽口消毒。合理搭配TMR日粮，
增强牛只的抵抗力，每天彻底清理饲槽一次，

每周用2%高锰酸钾水彻底消毒清理完的饲
槽。

2.治疗措施。
发病后根据症状轻重给出如下治疗方法：
(1)该病具有传染性，发病后立即隔离，

并加强消毒，用2%的过氧乙酸带牛消毒。
(2)对于轻症患牛：用阿莫西林或头孢类

粉针直接喷在眼的患病部位，每天两次，连
用3天，痊愈；或者用1.2%～3%硼酸液冲洗
患眼，拭干后用0.25%氯霉素或0.5%土霉素
滴眼，每日2次，连续使用7天，为一个疗
程。

(3)对于重症病例：如发生角膜溃疡，形
成角膜翳，用地塞米松10ml，稀释头孢王2
支，在上下眼脸结膜下分点注射，注射后上下
眼脸均肿胀，不用担心，角膜翳会随着眼脸肿
胀的消失而消失，病程为一周。此法简单，注
射一次后不用再管，而且效果佳，治愈率高达
95%以上。

（作者单位：白城市老科协）

从 7 月 30 日至 8 月 5
日，我市连续遭遇了33℃以
上的高温天气，期间8月 3
日至 5日，高达36℃以上，
不仅使人酷热难耐，也给正
值开花、授粉的水稻带来了
不利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水稻开
花期，是对高温敏感期。
35℃以上的高温，严重的妨
碍着花粉的成熟，花药的开
裂，花粉在雌蕊柱头上发芽
和花粉管的伸长，致使子房
不孕，内外颖难以闭合，最终
导致空壳秕粒率增高。此外，
过高的温度还会影响光合作
用的正常进行，由于提高了
呼吸作用的强度，过多的消
耗了水稻体内有机养料，减
少了结实器官有机养料的供
应和积累，从而降低了产量

和米质。高温热害，是不良环
境诱发水稻小花不育，不能
授精结实的生理病害。虽然
不经常发生，但也应引起我
们的关注。高温来袭，对每个
水稻品种都是一次考验，不
同品种对高温热害的反应也
不尽相同。所以，应做好田间
调查和室内考种，在选择品
种时，把品种抗热性也作为
一个条件考虑进去。在生育
期、适应性、产量和质量基本
相同的情况下，优先选种抗
热性强的品种。在水稻孕穗
至齐穗期防治病虫害时，最
好在药剂里加入稀土纯营养
剂，或芸苔素内酯、碧护等植
物生长调节剂，提高水稻自
身抗低温、高温等不良环境
的功能，减轻受害程度。
（作者单位：白城市老科协）

中兽医称风湿病为痹
症。现代医学认为风湿病是
一种全身变态反应性疾病。
常侵害肌肉、关节等部位。
虽然牛关节风湿病比较少
见，但不注意防治危害也较
严重。

一、病因
风湿病的发病原因尚不

十分清楚，一般认为与溶血
性链球菌感染有关。久卧湿
地，寒风侵袭，汗后受风或
旋即下塘暴饮冷水，夜受风
寒，突遭雨淋等因素，均可
诱发本病。

二、症状
病牛往往突然发病，体

温 升 高 ， 呻 吟 ， 食 欲 减
退 ， 患 部 肌 肉 或 关 节 疼
痛，背腰强拘，跛行，呈
粘着步态，缓慢短步，步
样强拘，并随适当运动而
暂时减轻，病牛喜卧，不
愿走动。重者肌肉萎缩，
感觉迟钝，失去使役能力。
在治疗过程中，西药或中药
单独使用，疗效较差。治疗
风湿病的原则是，祛风除
湿 、 通 经 活 络 、 解 热 镇
痛、加强护理、改善饲养
管理以增强机体抵抗力。
在中药治疗上，宜清热疏
风散邪。

三、防治
1、西医疗法。以解热

镇痛、消炎抗过敏为主。①
10％水杨酸钠注射液250～
300毫升，10％葡萄糖酸钙
注射液 300～400 毫升，每
天一次，连用5～7天。②保
泰松片剂2-4g，一天2次，

三天后剂量酌减。③醋酸可
的松、0.5％氢化可的松注射
液 200 毫升，分别静脉注
射，每天 2 次，连用 3 天。
④体温高者，可加用青霉素
肌肉注射，一天2次，连用
10-15天。

2、中医疗法。以祛风
除湿、通经活络为主。其方
有二：①独活寄生散。独活
30g、 桑 寄 生 45g、 秦 艽
15g、熟地15g、防风15g、
灼白芍 15g、全当归 15g、
川芎 15g、党参 15g、杜仲
20g、牛膝20g、桂心20g、
甘草10g、细辛5g。该方具
有疏风祛湿，活血止痛的功
效，主治五劳七伤，风湿为
患，腰胯疼痛。用法是上述
各药共研为末，开水冲，白
酒150ml为引，一次灌服，
每日一剂，连用4-5剂。②
桂枝白虎汤。双花100g，防
己80g，生石膏150g，秦艽
50g，生地50g，黄柏50g，
薏苡仁 80g，木通 50g，桂
枝 70g， 苍 术 50g， 滑 石
100g， 泽 泻 80g， 竹 叶
60g，赤芍70g，丹皮50g，
猪苓 80g，茯苓 60g。用法
是上述各药共煎水，每日一
剂，共服4剂。

方中用防己、秦艽、桂
枝通络祛风，用猪苓、茯苓
利水湿，石膏、二花、黄柏
清热解毒，并配合清热凉血
的生地、赤芍，利用渗湿的
薏苡仁、苍术，若配合西药
清热、抗炎，常取得令人满
意的疗效。
（作者单位：白城市老科协）

今年上半年，猪价一直高位运行。虽然目前猪价有所下跌，
但养殖户依然赢利。对于养殖户来说，无论是规模养殖场还是散
养户，养猪是否赢利一部分取决于市场，即价格；另一部分取决
于对猪场的管理，即成本。对养猪业来说，最大的成本当属饲料，
其所占的比例为养殖总成本的70%左右。河北省阳原县职业技
术教育中心教师刘德旺有20多年养猪实战经验，谈起饲料对于
猪场的重要性，他这样回答：“一个猪场如果在饲料管理方面取
得成功，离赢利就不远了。”

管理饲料从看不见的浪费开始
长期“流连”各地的猪场，刘德旺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猪场

普遍存在饲料浪费的情况，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看得见
的浪费可以捡起来，容易改正；看不见的浪费往往更严重，也
最容易被忽视。”

刘德旺总结了5个方面。首先，一年四季通用一个饲料
配方造成的营养浪费。“这是很不合理的。”他解释，一年四
季，气温不同，猪对营养的需要也不同，因此，不论是饲料
厂推荐的配方，还是请专家设计的配方，都不可能四季适
用。冬季用高蛋白配方，会造成蛋白的浪费，夏天用高能配
方，会造成能量的浪费等。“一个万头猪场，如果能适时调
整配方，使全群料肉比从3.5降到3.4的话，一年大概可节省
12万元。”

其次是使用高水分玉米而不改变配方的浪费。“在秋冬
季，我常听到养猪户反映预混料或浓缩料质量不好了，猪光吃
不长。”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预混料或浓缩料质
量，而是由于当时玉米水分过多造成的。秋冬季节使用的玉米
多为新收获的玉米，水分大，所配合出的饲料就存在能量不足
现象，如不修改配方，且按固定饲喂程序饲养的话，必定会影响

猪的正常生长。“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一是在其他原料
不变的情况下，加大玉米比例，同时加大饲喂量；二是在用湿玉
米的同时，配合使用高能量饲料。”

其他三个方面也是养殖户尤其是散养户经常犯的错误，如
不按配方加工饲料、饲料搅拌不均匀、大猪吃小猪料等。“部分养
殖户喜欢投机取巧，认为缺一点原料或者用较次的原料不会对
养猪造成影响，事后细算起来，其实往往是得不偿失。”

提高饲料转化率让每粒饲料“物超所值”
除了上述浪费现象之外，管好饲料，重点还要提高饲料转化

率。调查结果表明，科学合理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不仅可以加
快生猪的生长速度，降低养殖成本，还有助于改善猪肉品质，带
动和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刘德旺介绍，在饲料中添加一些促生长成分，如高铜、抗
生素、瘦肉精等，可以提高饲料转化率，但长期使用对人类是
有害的。这种提高饲料转化率的方法并不提倡，且瘦肉精是被
禁止使用的。“现在很多企业在尝试使用微生态制剂提高饲料
转化率，同时也能够提高猪肉品质，关键是对人体无害。”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养猪场水平参差不齐，因
此，饲料转化率差别也很大。”刘德旺介绍，有的猪场饲料转
化率仅为2.5∶1，有的猪场则能达到4∶1。那影响饲料转化
率的因素有哪些呢？“提高饲料转化率重在管理。管理得好，

饲料转化率就低，反之亦然。”一般来说，影响饲料转化率的
因素有猪场的PSY（母猪提供的年出栏仔猪数）、生猪生长环
境、疾病等。“拿PSY来说，因为母猪的饲料要分摊到出栏的
仔猪头上，因此，PSY越高，全群饲料转化率就高，反之，全
群饲料转化率就低。从环境方面说，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
生猪生长速度，降低饲料使用效率。”

“知道了原因就能对症下药，要想提高饲料转化率也得从
上述方面入手。”第一，要提高生产水平，管理好猪场的方方
面面，减少疾病的发生，降低死淘率。第二，要为生猪提供适
宜的环境，避免饲料转化成“无用功”，让每一粒饲料发挥它应
有的价值。第三，尽量使用配置合理、搅拌均匀的优质饲料，
提高饲料的消化率。

对于优质饲料，刘德旺这样解释，饲料的好坏不在于生产
企业的大小，而在于饲料配方是否合理、饲料加工搅拌均匀度
是否达标，更关键的因素是饲料原料和加工工艺。“饲料原料
的差别很大，如鱼粉是进口蒸汽鱼粉还是国内普通工艺生产的
鱼粉，矿物质是普通的还是氨基酸鳌合物，维生素E是天然的
还是人工合成的，这些都很重要。加工工艺则主要是指饲料搅拌
的均匀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机械的优劣。”

当前，生猪养殖讲究精细化管理，不论猪价高低，“向管理要
效益”永远适用。而猪场要迈向精细化管理，管“好”饲料首当其
冲。 （据《中国畜牧兽医报》）

当前，部分地区的葡萄
已进入采收季节，病害防治
仍是下一步葡萄生产管理的
重点。因此，千万不可放松
采后防病工作，应重点抓好
以下防病措施的落实。

葡萄采收结束后，先清
除园地内修剪下来的枝条、
枯叶、病枝病叶、残留下来
的病果粒、卷须，摘除下来
破损的套袋，以及园中的杂
草等，清除出园并进行深理
或烧毁。

此时气温仍高，葡萄植
株生命活动旺盛，病虫危害
仍然不少，如主要危害葡萄
叶片的霜霉病、白粉病、褐
斑病、锈病和二星叶蝉等一
些病虫害，在它们对葡萄叶
片危害程度达到严重时，往
往会造成叶片过早脱落，甚

至全园光秃，致使葡萄植株
无法继续进行光合作用，更
无法为下一年积累和贮备充
分的营养物质。在抓好采后
水肥管理的同时，继续坚持
不懈地认真抓好采收后的病
虫防治工作，以保护叶片为
重点。葡萄果实采摘后，全
园用5%己唑醇可湿性粉剂
1500倍液、78%波尔·锰锌
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等交替
喷雾1次，葡萄霜霉病可以
选用甲霜灵锰锌400倍液或
杜邦公司的克露（霜脲氰和
代森锰锌组成的多元混合制
剂）600～700倍液或抑快净
2500倍液喷雾防治，共用药
2次，待葡萄落叶后用石硫
合剂100倍液进行封园，以
杀灭多种病原菌。

（据《现代果业》）

奶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防治
●苏文斌

谈谈水稻高温热害问题
●吴耀声 姚凤君

采完葡萄要防病害

奶牛风湿病的防治
●苏文斌

管“好”饲料向精细化养猪前行
N 三农纵横

按照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白城好人”评选办法，经各
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途径推荐，拟评选出白城好人17
人，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16年8月23日起至2016年8
月29日止，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提出意见，反映问题。联系电
话：0436—3216686。

中共白城市委宣传部
白城市文明办

2016年8月23日

2016年第三季度“白城好人”名单及简要事迹
（17人）

一、助人为乐类（8人）

马宝昌，男，回族，生于1940年8月，原白城市一建总
公司职工，现已退休。77岁的他，在退休后没有选择颐养天
年，而是走上了助老、助残、助困的道路。凭借着一双慧眼，
发现好人倡好事、一双暖手，帮助弱者办实事、一对勤足，踏
遍四方不平事的精神，使好人好事得到彰显，使消费者权益得
到保护。2013年，马老被长春市消费者协会聘为“消费维权
义务监督员”。

朱春龙，男，汉族，生于1978年5月，白城市黑龙防水
施工队经理。他特别关注爱心公益活动，源于勇于担当的社会
使命感。自从2010年 5月加入白城爱心社，成为一名志愿
者，他多年来长期坚持去敬老院、福利院慰问做义工，帮扶贫
困家庭，每年捐款物均不少于万元。他用平凡人的爱心铸就不
凡的大爱，在奉献中体现人生的价值，在生命中收获感动，温
暖他人。

姜春武，男，汉族，生于1976年10月，白城市文荟书店
经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白城爱心社，并很快成为了一
名合格的志愿者。他以每月定期打款的方式，长期资助多名贫
困学生，并且逢年过节都要去走访看望。六年来，他从未间断
过参加公益活动，捐款捐物五万余元。在参加白城爱心社组织
的各项大型活动中，他总是尽心尽力的做好自己每一份工作，
从而带动了身边更多的人加入公益行列。

刘志刚，男，汉族，生于1979年5月，中共党员，洮北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白城爱心社副社长。2010年
以来，他和白城爱心社的志愿者们一起组织和开展了助学、助
老、助残、社会募捐、爱心义卖、公益演出、无偿献血等上百
次有影响力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组织帮扶款物二百多万元，
让弱势群体得到了帮助，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他先后获得

“吉林省优秀志愿者”“第十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等

荣誉称号。
李冬梅，女，蒙古族，生于1973年12月，中共党员，镇

赉县房屋产权管理中心职员。平时谁家有个困难，她都搭把
手，听说哪儿受了灾，她都想尽一份力：帮助高位截瘫的患
者、看望救助残障儿童、资助贵州单亲家庭的孩子、出资救助
江苏省老兵等等。她十几年如一日，省吃俭用，放弃了无数个
休息日，走在志愿服务这条爱心的道路上，向无数弱势群众伸
出援助之手。

郑万垚，男，汉族，生于1967年7月，民建会员，吉林
省万德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每年都带领员工开展走访困难
家庭、捐资助学等活动，把温暖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作为一
名政协委员，他积极履职，对本行业和社会其他方面的问题提
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得到了市县各级部门的采纳。他先后获得
了吉林省燃气安全生产优秀个人、白城市劳动模范。

张磊，男，汉族，生于1981年1月，中共党员，沈阳铁
路局白城工务段洮南线路车间司机。他经常组织开展各项公益
活动：春运期间的志愿服务暖冬行动，成为洮南市春运工作的
重要补充和有力支持；助力扶贫攻坚活动，切实为贫困户生产
生活解决了实际困难。在他的带领下，还组织开展了“包汤
圆、送温暖”“亲情陪伴关爱留守儿童行动”等多次大型公益
活动，为洮南的公益事业填上了浓浓的一笔。

刘建甫，男，汉族，生于1962年7月，中共党员，吉林
雏鹰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为了保障员工的基本权
益，关爱贫困员工生活，他组建了吉林雏鹰工会，并不断强化
工会作用。2015年公司联合洮南市总工会为10位患病职工累
计发放救助金10000余元；2015年底，他亲自主持了扶贫工
作，为20余位困难职工发放救助金40000余元，使员工没有
了后顾之忧，也极大地提升了吉林雏鹰的凝聚力。

二、孝老爱亲类（1人）

张晓霖，女，汉族，生于1988年3月，镇赉县大屯镇西
报马台村小学学校教师。2011年，她的婆婆生病住院，为了
既不耽误工作，又照顾好两位老人与子女，她决定，和丈夫日
夜轮流照顾老人和儿子。医院、学校、家庭，每日三点一线，

二十来天下来，她整整瘦了一大圈。教师的工作非常繁忙，可
她对老人的孝心却从未减少过，衣服脏了，马上清洗，老人有
病了，把药送到老人面前…老两口高兴地逢人就夸奖：“有这
样的儿媳，我们感到太幸福、太知足了”。

三、敬业奉献类（4人）

武雪竹，女，汉族，生于1986年10月，通榆县职业技术
学校教师。22岁参加工作的她毅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不
久后进入了通榆县职业技术学校任教，成为了职教战线的一名
新兵。她怀孕期间仍不放弃语文教学的任务，在回家的途中，
由于雪大路滑，摔倒送医，但康复后仍坚持工作。只因她始终
坚信：还有更多的孩子在班级等着我，不能让孩子们因此耽误
功课。

陈志刚，男，汉族，生于1972年5月，中共党员，镇赉
县莫莫格粮食收储库党支部副书记。从事粮食工作25年来，
他在工作上狠抓优质服务，始终坚持收多收少，热情接待一
个样；生人熟人，执行政策一个样；闲时忙时，耐心细致一
个样；领导在与不在，便民措施一个样。并大力倡导“满意
在农家”，推行“零距离服务”，主动上门为农户提供灌、
装、秤、算一条龙服务。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他先后10多次
受到县粮食局的表彰奖励，连续多年被评为各级先进个人、优
秀党员。

薄忠凯，男，汉族，生于1973年12月，中共党员，大安
市安北街道安铁社区书记。作为一名社区党总支书记，他始终
把社区居民放在第一位，多年来，在他多次协调和努力下，社
区先后建成了“安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医疗服务站”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等便民中心，并组织开展了“党员扶
贫帮困结对互助”“送温暖、献爱心”等助贫活动，结成互助
对子36对，受益居民400余户。多年来，他为居民办实事，
树立了社区党组织的良好形象。他所在的安铁社区被评为“全
国科普示范社区”。

郭明伟，男，汉族，生于1971年12月，中共党员，通榆
县社会福利服务中心主任。他关心关爱老人，不仅每天看望卧
床的老人、提醒护理员注意事项，还特别重视老人的心理健

康，一有空就到床前与老人们拉着手交流，并有针对性地开展
各种形式的心理服务。他支持和鼓励老人开展文体娱乐活动，
在室内设置了健身房、阅览室、活动室，室外配置了门球场、
篮球场和健身路径等，使老人开心渡过晚年。多年来，他先后
获得“全国五保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农村敬老院院长”
等荣誉称号。

四、创新创业类(4人）

杨铭伟，男，汉族，生于1989年9月，洮北区金祥乡新
华村村民。大学毕业后，他得知家乡农产品连年丰收，但是生
产和销售却严重脱节，使村民致富遇到瓶颈，便毅然决定回乡
创业，成立了铁子农副产品合作社。建厂房、筹资金、进设
备、找客户，创业的难关他带领团队逐一闯过，合作社在他的
带领下终于逐步走向专业化、正规化。实现了他“用创业实践
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青春梦想。他先后获得“白
城市优秀团员”“吉林省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

张景军，男，汉族，生于1977年5月，镇赉县元生农机
修建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经理。十几年来，他一直本着“服务
三农、造福社会”的经营理念，全身心的投入到企业经营中。
他尽职尽责、克服困难，硬是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使企业
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现有固定资产600万元，创新研制出5
个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产品专利的品牌。在他的带领下，该公司
现已成为白城周边地区农业机械加工的龙头企业，为全面推进
农业机械化做出了贡献。

郭燕，女，汉族，1973年4月生，通榆县开通镇西郊村
长龙山东屯农民。三年前，她接触到并喜欢上国学，并毅然自
费出资20余万元创建传统文化讲堂。为了获得乡亲们的认
可，她特意从外地请来志愿者为乡亲们讲解国学知识，还经常
组织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唱歌、跳舞、读书，使他们逐渐喜欢上
了国学讲堂。如今，她的课堂共开办十余期，最多的时候参加
人员近300人。学习不仅让乡亲开阔了眼界，并且使他们立志
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贡立召，男，汉族，生于1979年5月，大安市立召传媒
有限公司董事长。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创业经验积累，2006
年，他成立了大安市立召传媒有限公司。他紧跟国家政策、
抓住发展机遇，投资2000万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让立召传媒成为大安广告行业的一面旗帜。 返乡创业成功的
他，一直坚守“回报社会，奉献爱心”的理念，热心公益活
动，在重大节日慰问困难群众累计130余次，积极向抗洪救
灾、风雪灾害、四川地震等灾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达15
万元。

2016年第三季度“白城好人”公示

在河南省台前县
三皇谷产业扶贫基
地，农民工在采摘葡
萄。

台前县是国家级
贫困县，外出务工是
重要收入来源，但为
了照顾老人和孩子，
许多农村妇女不得不
留在家里。为此，台
前县探索通过政府投
资建设扶贫就业基
地，吸引企业把车间
办到村里，让农民在
家门口就业，实现了
挣钱、持家两不误。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